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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聚焦

北川桃龙因他们更美丽
日照援建人员近日凯旋
本报见习记者 张永斌 本报记者 黄广华

近日，记者在日照援川办

见到了安邦。“2009年2月底，我
接替援川的同事，来到四川省

北川县桃龙藏族乡。”他说。桃

龙乡地处北川县城西北部，四
周群山连绵，总面积69平方公

里，是北川羌族自治县唯一的

藏族乡。在“5·12”大地震中，桃

龙乡损失惨重，受灾面积100%。

本来就脆弱的公益设施和基础

设施更是雪上加霜，学校、医院

被迫停课停用，电力、饮用水设

施等毁坏严重。

安邦通过擂禹路首次进入

桃龙乡经历曲折。他回忆说：

“擂禹路是一条海拔2200米的

盘山路。路的一边是高耸云端

的大山，一边是喷流汹涌的峡

谷。其中有30多公里的路段，只

能用石头和土铺垫，因为路的

坡度超过30度，再加上30多个

100度的急转弯，遇到雨雪天

气，车轮打滑，后果不堪设想。”

日照市援川工作指挥部高来会

总指挥对擂禹路的惊险曾用诗

描述道：“泥泞崎岖擂禹路，雾
锁能见五六步。车体船行险象

生，屏息静气慢慢渡。”

当天凌晨6时，安邦和司机

两个人走到擂禹路时，便下起

了小雨，道路非常狭窄，最危险

的路段离悬崖边只有十多厘

米。他们走到一处弯路时，有一
块大落石砸了下来，落在他们

车前十几米处。“当时我们惊出

了一身冷汗，随即两人分工，一
人搬石头，一人抬头看着上方，

以防再有落石。”搬完石头后两

人驾车快速通过。

当车走到海拔较高的地方
时，因为气温降低，小雨变成飞
雪，两人下车时，风如刀子般往

衣服里灌。“在以后工作的日子

里，我体会到了桃龙乡的气候多

变，夏季时白天穿着短袖，但到

了晚上气温骤然下降，睡觉时必

须盖上厚棉被，否则难以入眠。”

他说。

“清凉凉的咂酒哎，伊

呀勒索勒哦咿呀勒索勒，

请到羌寨来，咂酒哎，喝不

完，再也喝不完的咂酒

哎……”已经回到家乡的

日照援川前线指挥部规划

建设组副组长安邦耳边总

是回响起羌藏之乡北川老

百姓的歌声。

日照市近日举行欢迎

仪式，迎接17名援川干部

及近 3000名援建人员凯

旋。日照市对口支援北川

灾后恢复重建总结表彰大

会将在近期举办，对在援

川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

和个人予以表彰。

日照援川人员经历着塌
方、泥石流、余震、水土不服等

问题，但没有一个人因此退

缩，因为他们知道灾区同胞还

在忍受着伤痛。当时现场工程

计量，没有交通工具，只能步

行，每天能走十几公里。“有

一次在赶往施工现场时，突然

爆发了一次小规模的泥石流，

我在躲避时脚陷在里面，好在

泥石流已经停止了。我逃出来

时，脚也崴了，手也磨破

了。”安邦心有余悸地说。

很多路段由于余震不断，

时常塌陷，吨位大的车根本无
法行进。尤其是运送钢材的车

一般都在10吨以上，遇到这样

的路段只能将钢材全部卸下，

过了这段路再装车。就这样慢

慢装了卸、卸了装， 1 吨 1

吨、半吨半吨地往前方倒。数

次进出桃龙的日照援川前线指

挥部规划建设组副组长、安邦

的同事王志刚说：“在运送吊

车等大的物件时，由于路窄弯

急，车掉不过头来，只好把吊

车拆开，到了施工点上再重新

组装。”

过渡安置期间，日照还承

担了二期援建绵阳市盐亭县
的近千套过度安置板房任

务，当援川人员要返回日照
时，盐亭县十里八乡的群众

涌向街头，有的打出“援建

见真情”的标语横幅，有的

拉着日照援建人员的手，说

什么不让走。“在桃龙乡，

老百姓晚上常常偷偷在援建

人员的板房门上挂上些腊

肉、蔬菜和烙饼，怕的就是

我们不要。”说到与桃龙乡
老百姓的情谊，安邦感慨万

千。

桃龙乡交通不便，建筑材

料从外面运进来非常困难，遇

到雨季，道路泥泞，运输建材更

是难上加难。施工企业进驻桃

龙乡时正值雨季即将来临之

际，日照援川办前线指挥部立

即组织企业集中资金和人力，

动用一切力量，抢购钢材、红

砖、水泥等各类建材，仅用了20

多天，就把所需建材全部购进

了场地。因为他们知道，早一
天动工，灾区群众就多一分希
望，早一天搬进新家园。

按照山东省援川办下达的

计划，在灾后重建中，日照市

对口援建桃龙乡 7个建设项
目，分别是桃龙小学、卫生
院、文化站、小型居民健身活

动广场和乡驻地街道、供排水

设施、垃圾填埋场，计划总投
资2493万元。

“在供排水工程建设时，

施工人员发现原来主管道设计

口径是20cm，并不适应当地的

实际。后来经过技术人员进一

步论证后，及时把主管道更改

为15cm，不但更符合了当地用

水需要，又节约了建设资金数

十万元。”安邦的同事、日照援

川办前线指挥部规划建设组副

组长丁海涛说。在2010年3月

的评比中，日照市援建的桃龙

乡建筑工程获得绵阳市建筑工

程最高奖项“绵州杯”。

在“再造一个新北川”任务
中，根据山东省援川办先前下
达的任务，日照主要援建北川

新县城滨河路、青片路、禹龙路

的工程建设任务。安邦说：

“2009年2月2日，我们接到了

新建设任务——— 承建北川新县

城白杨坪片区52区、60号地块
34栋安置房工程。为了赶工期，

日照援建人员不分昼夜和刮风
下雨，克服断水、停电、通讯不

畅的困难，不等不靠，压茬推
进。”

为了赶工期，让灾区群众

早一天安居乐业，即使2010年

春节，日照援建人员也没有放
下手中的工作。安邦和日照援

川办前线指挥部副总指挥马德

团就是在北川新县城建筑工地

过的春节。当时两人和施工单

位人员按照日照的习俗，一起

包水饺、放鞭炮、贴春联。问起

当时苦不苦，两人说：“当然艰

苦，这里的工作生活条件与家

里不能比，不过抛家舍业的日

子我们已经习惯了，初一早上
我们就到白杨坪安居房工地上
督促桩基处理，就是为了打好

基地，早一天开工建设。”

白杨坪片区52区、60号地

块34栋安置房从2009年3月15

日正式开工，到2009年5月12

日建筑主体全部封顶，仅用了

58天，创造了山东援建北川新

县城建设的最快速度，工程质

量得到了山东省援川工作指挥

部和北川县的充分肯定，获评

四川省“天府杯”优质工程。

对口援建工作开展以来，

日照市 1 7 名援川干部、近
3000名援建施工人员昼夜奋战

在灾区一线，圆满完成了各项

援建(承建)援助任务。当时代

表北川和日照联系的北川联络

人在日志中这么记录：“我忘
不了那重建的日日夜夜，忘不

了日照的援建同志远离亲人深
居大山的孤独寂寞，忘不了他

们在援建路上的艰难困苦，忘
不了日照各级领导对援建工作

的牵挂……大山作证，日照人

冒着生命危险，用真情和汗水

在白云深处建起了一个新桃

龙。”

建成后的桃龙乡文化

站。 (日照援川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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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川任务

重建后的桃龙镇全貌。 (日照援川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