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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汶川地震到鲁甸地震，倒塌的房屋多是乡镇农村自建房，这些房子很少考虑抗震设计，有些
还是砖瓦房、土木房。这些年，我国建筑物抗震能力总体在提升，但很多地方还是没跑赢更大级别的
地震，让人无奈。像鲁甸这样的国家级贫困县，低廉的造房成本很难再对抗震有什么要求。唯愿在地
震多发地区，政府能支持和推广新的建筑技术、材料，让天灾造成的损害少一点，再少一点。

“杀人的不是地震而是建
筑。”有资料显示，地震中人员伤
亡95%以上由房屋倒塌造成。在
翠屏村，不管是砖混结构，掺杂了
少量钢筋的新房，还是土木结构
的老房，都在此次地震中垮塌，老
房更是几乎粉碎。

万幸的是，地震发生时，绝大
多数村民都在山上采摘花椒，而
没有呆在“危险的房子”里。不过，
这个5600多人的村子依然失去了
23条生命，还有56人重伤。

早在2003年11月15日，鲁甸
县发生5．1级地震，4人遇难，14人
重伤。地震专家解释说，尽管震级
不高，但是地震距地表浅、当地房
屋抗震能力差是主要原因。

11年后，还是因为这些原因，
截至6日16时，地震已造成589人
死亡。很多人死于房屋倒塌。

“因为贫穷。”龙头山镇人大
主席李昌虎告诉记者，鲁甸县是
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区县，农民人
均年收入为4300元，近60％的农
民每日生活费不到7元，根本没办
法盖符合抗震要求的房子。

“这几年由于村民外出打工，
积累了一定收入，村子里有钢筋的
房子才盖了一些，但是村里60％的
房屋还是砖瓦结构。我们也没有办
法强制要求。”李昌虎说。

也有一些楼房没倒。在震中
龙头山镇，6栋采用了抗震设计
的小楼屹立在废墟旁。鲁甸县龙
泉中学内，一座1992年建成的教
学楼坍塌，而2009年建成的抗震
教学楼和宿舍楼仅小部分开裂。

按我国防震减灾规划，2020
年前后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应能
够抗击6级左右地震。“但在云
南，尤其是偏远的州市，民房基
本是不抗震的。”云南省地震局
地震防御处处长张俊伟说。

同样由于资金紧张，云南震
区道路缺乏抗震设计，毁坏严重，
救援力量进入困难，打通生命线
一度成为救灾最严峻的任务。

而自1976年唐山地震以来，
中国经历的大地震几乎都发生
在西南部。然而人口稠密的西南
诸地却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抗
震能力难以迅速提升。根据云南
省住建厅的评估，近五年的地震
灾害损失近80％在农村。

“需要改造的危房数量居
高不下，农村的房屋抗震性差
是普遍现象。要彻底改变，需要
国家政策倾斜，也要寻找多渠
道筹措资金的办法。”一位云南
的基层干部说。 据新华社

要彻底改变

还需多渠道筹资

农民年均收入才4300元，抗震房建设没跑赢地震

有有一一种种倒倒塌塌叫叫无无奈奈

鲁甸县经贸局局长蔡明
告诉记者，其实在鲁甸2003年
发生地震后，县里就出台过补
助抗震房的指导意见，达到抗
震效果的村民新建房屋，县里
将给予一万元补助。

“但是根本就没有推广开
来。符合要求的抗震房要十几
万元，这一万元的补贴在村民
看来是杯水车薪，根本就不划
算。”蔡明说。

一位基层干部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60平方米的抗震安
全房，仅圈梁和构造柱就需要
2万元，山村农村建房的交通
成本和人工费用比平原高，每
平方米需1000元至1500元，最
少投资6万元。而且农村家庭
生产要求大于生活要求，建房
面积往往大于60平方米。

昭通市人民政府官方网
站显示，昭通市11个县的农村

危房改造及地震安居工程竣
工情况排名统计中，鲁甸县倒
数第一，竣工率仅有0．08％。
即使排在第一的盐津县，也仅
有22．75％。

这项救命工程旨在保证
群众安全，但昭通市的地方财
政也吃紧，2013年度预算支出
只有260亿元，拿不出太多钱
来补贴辖区内410万农村居
民。

抗震房要十几万，补助只有一万

危险的房子
11年前就曾“杀人”

“我不知道我家在地震带上，
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事。”鲁甸
县龙头山镇翠屏村的赵明旺2012
年新盖的两层楼在地震中垮塌。

其实赵明旺并不是不知道他
家处在地震带上，也不是没经历
过地震，只是他无力去阻止自己
的房子被强烈的地震毁灭。

5日，一名消防战士在废墟上稍作休息，地震致当地大部分民房倒塌。本报特派记者 戴伟 摄

昭通强震直击·回望7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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