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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800多人的村子只有25顶帐篷

雨来了，帐篷还没到
本报特派记者 张洪波 4月23日发自芦山

4月23日一早，芦山县下起小
雨，气温骤然下降。震后下雨对救
灾影响很大，雨天不仅会造成一些
刚刚打通的救援道路塌方，而且由
于帐篷分发不到位，很多百姓还住
在自己搭建的塑料窝棚里，早已破
坏的房屋也可能再次受损。

23日一早，驻扎在芦山县城的
各路救援队和志愿者纷纷出发，赶
赴乡镇救灾。记者跟随南充特警队
赶赴龙门乡，为受灾群众搭建帐

篷。特警队先来到离县城仅五六公
里远的龙门乡五星村，与前几天相
比，这里的水和食物有了一些，但帐
篷并不多，一些受灾群众依旧住在自
己用几根木杆和塑料布搭起的窝棚
里。看到志愿者车辆，村民纷纷围上
前，询问何时能送来帐篷。

车继续向前开，来到红星村。
记者发现，这里距离县城有十几公
里，道路畅通，但只有部分村民能
住进帐篷，一些村民只能在志愿者

送来的太阳伞下躲雨，他们不敢靠
近自家的房子，还有的村民弄了个
塑料袋套在头上，充当雨伞。

临近的古城村，有村民告诉记
者，他们村800多人，目前只分到25
顶帐篷，绝大多数村民就在泥泞的
地里，自己用塑料布搭起简易窝棚
暂时避雨，有的老人没有能力搭窝
棚，又回到自家已裂缝的屋里住。在
古城村，一个九个月大的女婴在地
震时被砸伤头，现在只能由母亲抱

着，一家五口人挤在塑料布下避雨。
“吃的东西送来了，但帐篷一直

没发下来。”村民说。这让本来想冒雨
给灾民搭帐篷的特警队员也很失望，
人来了，雨来了，但帐篷没来。

上午11点多，成都军区77171
部队给古城村送来十几顶帐篷，战
士和特警冒着大雨搭建，村民也纷
纷冲进雨中帮忙。雨越来越大，一
路走过的乡镇仍然普遍缺少帐篷，
村民可能会在雨中过夜。

多花十几万

楼也没保住

本报芦山4月2 3日讯
(特派记者 李钢 刘伟)

22日，芦山县龙门乡清龙
村老鸭雨组的苏元元，呆
坐在自家楼房前，心疼得
眼里含泪。地震前一年，他
们家刚刚花30多万新建的
楼房，在地震中成了危房。

记者在震区采访发现，
许多民房严重受损，尤其是
一些年代较远的砖木结构的
房子，甚至是完全倒塌。“估
计是不能再住了。”今年50岁
的苏元元说，这是花费了全
家人一辈子积蓄才盖起的房
子。“汶川地震，我们这里都
有感觉，所以这次盖房子，专
门多花了十几万元，多用了
钢筋水泥。”

盖房前，他们一家也曾
想了解一下，什么样的房子
才能更加防震。“我们是自己
盖农房，没有部门管理，也没
什么标准。”苏元元后悔地
说，当时应该再了解一下怎
么盖才防震。

在芦山县金花社区，该
社区党支部凌书记指着他们
的社区服务中心说：“专家来
看过，这个房子没事，修修可
以继续用。”这栋两层小楼是
在汶川地震后，用“特殊党
费”援助建设的，一共花了50

万元。
在该社区服务中心后

面，正好有一栋在建的民
房。记者看到，该楼房除了
第三层在建的墙壁倒塌
外，没有太大的损毁。“其
实，建房子的时候，我们会
告诉居民，建什么标准的
房子抗震。”凌书记说，能
否按照标准建就是居民自
己的事情了，“因为费用要
高些。”

23日，顺庆特警在雨中帮助古城村村民搭建当地第二顶帐篷。 本报特派记者 陈文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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