
本报芦山 4月 22日讯
(特派记者 杜洪雷) 4月
23日下午，芦山中学410名
高三学生和30名教师将从
芦山赶赴西南财经大学复
课，为一个多月之后的高考
做最后的冲刺。据校方称，
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聚
集身处灾区的高三学子。

芦山中学是芦山县唯
一的高级中学，今年高三
的学生一共有410名。芦山
地震之后，中学的校舍虽
然没有出现垮塌，但是墙
体上出现明显裂纹，而且
教室内的教学设备损坏严
重，短时间无法复课。对于
高三的学生来说，距离高
考仅有 40多天，根本没有
时间来浪费。

4月22日上午，行走在
中学校园里，记者时常能够
看到抱着书本来回跑的学
生。据西南财经大学校团委
的张文举老师介绍，经过与
大学领导沟通，将邀请芦山
中学的高三师生到西南财
经大学上课，并提供相应的
生活保障。

随后，记者从芦山中学
副校长杨洪处确认了该消
息，并获知高三师生将于23

日下午从芦山出发赶往位
于成都的西南财经大学，由
杨洪带队。“这次去成都包
括任课老师和生活老师，而
且西南财经大学方面也会
有辅导员进行对接。”杨洪
说道。

杨洪认为，现在最大
的困难是如何在短时间内
聚集起高三的学生。“很多
学生地震前在家里，地震
之后中断联系。我们现在
正在想方设法通知学生集
合到学校里面去。”为了应
对学生迟到的情况，杨洪
称将会有老师留在学校，
组织剩余学生分批前往成
都。

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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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成都复课

A082013年4月23日 星期二
编辑：任志方 美编：李娟丽

·观察

四龄童都演练过逃生
本报特派记者 张洪波 4月22日发自芦山

▲22日，芦山中学，一些从教室抢出来的高考辅导书被学生放在操场。 本报特派记者 杜洪雷 摄

一处救灾安置点设在了幼儿园。
本报特派记者 陈文进 摄

当人们的记忆

中还保存着 5 年前

汶川大地震时几乎

碎成渣渣的北川中

学阴影，议论日本

大地震时日本市民

首选学校作为避难

场所时，4月20日的

芦山7级地震，又给

人们留下了一个崭

新的印象：学校，没

倒。而且一些学校

也遵循国际惯例，

成 为 灾 民 避 难 场

所。学生除了避免

伤亡，也以最快的

速度，恢复了上课。

学校成了

灾民安置点
重灾区宝兴县灵关镇，在90%

多房屋都已损毁的情况下，灵关中
学不仅屹立不倒，而且从外墙上看，
连条裂缝都没有。当地村民自发选
择这里作为避难场所，后来镇政府
在这里安置了绝大多数灵关灾民，
把救援队、志愿者、医疗队也安排在
这里，甚至连灵关镇抗震救灾指挥
部也设在学校旁边。崭新的灵关中
学犹如鹤立鸡群，在满目疮痍的灵
关镇分外醒目。

灵关中学并不是偶然的例子，
在芦山县城，芦山中学、芦阳中学、
芦山县新幼儿园同广场、体育馆一
起，成为灾民安置点。

当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时，学
校及时开放作为灾民避难场所，是
国际通行惯例。这次，中国的灾区学
校也终于加入这一行列，尽管只是
开始迈出一小步。

这些校舍大多都是在2008年汶
川地震之后修建的。灵关镇村民告
诉记者，灵关中学在修建时，负责援
建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当地政府对

建筑质量都非常重视，修建好后老
百姓也很放心，镇政府把抗震救灾
指挥部和灾民安置点都设在这里，
也说明政府对这房子很有信心。

记者在芦山中学看到，学校操场
上安置了2000多名灾民，秩序井井有
条，但芦山中学的校舍虽然没倒，墙
体却出现了裂缝，不能再使用。

“房子没倒，终于松了口气，可
见质量抓紧了就是有作用。”在芦山
县新幼儿园，一位姓彭的老师告诉
记者，虽然房子没倒，但在地震的一
瞬间，侧塌的墙壁掉下的砖头仍然
堵塞了楼梯。

一地震，

学生从睡梦中冲下楼
此次雅安地震学生伤亡很小，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地震那天是
星期六，大多数学生没有上学，这在
客观上避免了学生的大量伤亡。

但汶川大地震确实给四川的学
校和孩子们上了一堂影响深远的
课，那就是平日里的逃生演练。

地震时，芦山中学的一些学生
还在睡每周难得一次的懒觉，当宿
舍剧烈摇晃时，学生们迅速冲下楼

梯，站在楼下仰望他们正在摇晃的
教学楼。

“平日里老师就讲过地震时应
该怎么疏散逃生，我们也都演练
过。”高一的小林告诉记者，地震发
生时，他们虽然害怕，却并没有同学
选择跳楼逃生等方式，而是快速下
楼。

在芦山县新幼儿园，彭老师告
诉记者，汶川大地震后，就连幼儿园
的孩子也要进行逃生训练。幼儿园
的教学楼有三层高，最小的孩子只
有三岁左右，平时在三楼上课，演练
时这些孩子两分多钟就能在老师带
领下跑下楼，整个幼儿园有473个孩
子，在老师的带领下能在三分钟之
内全部下楼。

记者问幼儿园安置点内一个四
岁多的孩子，“地震时知道要干什么
吗？”孩子回答：“下楼跑。”

彭老师也很紧张，如果那天不
是周六，孩子们上课，侧塌的墙壁堵
塞了楼梯，这么小的孩子能否顺利
逃生，仍然是个未知数。

之前不间断的训练和演习，在
五年后终于开始发挥作用，小小的
孩子在还没搞清楚什么是地震时，
已经明白了如何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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