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前夕，一群叫“震生”的孩子，
在汶川县映秀镇漩口中学地震遗址前，拍下十岁合影。

十年前，当地震摧毁家园、夺走生灵的时候，他们出
生了。

小生命的到来，本身就充满磨难。医院塌了，他们
有的生在操场上用床单围成的手术室里，有的生在寺庙
里用三张禅凳搭起的产床上。空间狭小，医生跪着给他
们接生；条件简陋，树枝就是输液架……

小生命睁开眼，山川破碎，满目疮痍。十年来“震
生”经历的，是天翻地覆的人间巨变。名为“震生”，他们
和整个地震灾区命运相连。灾难必须铭记，逝者应当缅
怀，但英雄的人民没有被悲伤击倒，没有让命运沉沦，而
是在党的领导下以众志成城的团结、顽强坚韧的精神、
积极奋发的姿态去医治创伤，奋力前行，取得了抗震救
灾、灾后重建和改革发展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十年光阴，弹指一挥。伴着“震生”们长大的是灾区
的新生——震后仅仅3年，3000多所学校竣工，2000多
万群众重返家园，完成林草植被恢复400多万亩，修通城
乡道路万余公里。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在新发展理念
的指引下，昂首阔步于强化创新驱动、推动脱贫攻坚、建
设生态文明、增强改革动力的新征程中。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
为补偿的。”孩子的眼睛是透明的。他们亲眼见证了废
墟如何变为村庄，裸露的山体如何披上绿衣。他们的童
年在高质量、高速度的建设中度过，在无数人的奋斗里
度过。“震生”们的十年，是重整山河、再焕生机的十年。
当年的地震灾区，如今已经是四川乃至西部发展的生力
军。我们如何能不为我们民族砥砺前行的大坚韧自豪；
如何能不为我们民族万众一心的大团结自豪；如何能不
为我们民族实干创新、与时俱进的大勇气自豪！

“震生”十岁，生生不息。未来，他们将从父辈手中
接过接力棒，凭着传承自父辈的“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
的困难能战胜”的豪气，去开创属于他们和后世的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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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汶川特大地震过去十周年了，包括灾区民众在内，人们的生活
似乎早已回复常态。回望过去的十年，我们惊奇地发现：那场地动山摇除
了曾经带给我们巨大的苦难、悲伤和感动，还深刻影响到了我们中许多人
关于生命，关于凝聚力，还有关于多难兴邦等诸多词汇内涵的体验与理
解。那些曾经离我们如此遥远的“大道理”，就这样经过这场巨震深深地
嵌入脑海。

想想看，如今我们是否仍然记得，那些瞬间看完后依旧还会泪流满面
画面：无数救灾官兵在北川县冒着遭遇塌方和余震的风险，昼夜不歇地搜
救被埋百姓，让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也潸然泪下；男孩廖波被倒塌的建筑
埋压，生命垂危之际，好友李阳举着吊瓶陪伴这位“最好的兄弟”一天一
夜，最终获救；在地震中痛失妻子的男子在极大悲痛的折磨中，努力要给
予自己的妻子死后些许的尊严，用绳子将妻子的尸体绑在背部，送她去太
平间……在此之前，我们很少这样直观地感受到生命如此脆弱，又如此顽
强，救援、留住鲜活生命的意义又是如此重大、迫切。这些画面，胜过千言
万语，让我们领略何为“生命第一”。

骤然而至的大灾，让所有人猝不及防，可短时间内，全国各地乃至全
球华人都作出了反应，以最快的速度穷尽各种方式，向灾区伸出援手。从
废墟中被救出的3岁男孩郎铮，在担架中举手向解放军叔叔敬礼表示感谢
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往后又经过家园重建，短短数年便使灾区重焕生
机，可谓奇迹。国难当头之际，民众迸发出来的巨大凝聚力和向心力，让
我们深刻体会到何为“众志成城”。

大灾来临，救人救灾、恢复重建就是最大的政治，容不得半点装腔作
势、拖沓扯皮，形式主义、官僚作风瞬间没了生存空间与土壤，许多官场积
弊、地区隔阂也瞬间被荡涤一空。在“群众生命高于一切”的旗帜之下，大
量的管理与应急机制，应形势所迫被不断刷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
更多的是国家机器运作的紧凑，以及相关官员素质的提升，让我们真切地
看到了何为务实高效。

不可抗拒的天灾，的确是对人们肉体、精神和财富的多重摧损。但在
战胜灾难的过程中，如果像这次救灾过程那样，“生命第一”的理念深入人
心，整个民族众志成城，相关部门、官员务实高效，那么，我们就是汲取了灾
难的教训和经验，凝聚了进步的动力。

回望一下，实际上，历史上许多灾难过后，一些曾经遥远的“大道理”
就会得到较大范围的普及与认同，形成国民观念的大进步。这，或许就是

“多难兴邦”的源动力。

“震生”十岁
生生不息
新华社记者 谢佼

那些曾经遥远的大道理
就这样经巨震深嵌脑海
胡晓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