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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可以坐在教室
里上课了……”这是正读红
旗小学的永吉卓玛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说的第一句话。

永吉卓玛说的是在 8 月
22 日那天，学校师生自“玉
树 4·14 地震”后上的第一堂
室内地理课。

红旗小学是玉树灾后重
建的第一批工程之一，也是
保障当地基础教育的重点工
程之一，由中央企业中国建
筑担任援建工作。

这只是浩大的中央企业
援建玉树工作中一个极小的
缩影。

有效施工期
只有 5个月

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
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铁
建和中国水电集团等 4 家中
央企业与北京市、辽宁省共
同参与了灾后恢复的重建工
作。
“今年是玉树地震灾后

重建的关键之年。按照重建
计划，4 家中央企业 2011 年
新开工项目 365 个，开工面
积近 220 万平方米。”对于今
年的重建任务，国务院国资
委主任王勇说。
事实上，援建员工一下

子到 4000 米的海拔来，能够
站着、坐着、能正常吃饭已经
很不错了，再开展大强度工
作，难度可想而知。玉树气候
异常，交通不便，通讯不畅，
有时吃的是气压不够煮出来
的夹生饭，且项目点多线长，
各中央企业既考虑整体合
力，又考虑其单兵作战能力，
克服高原缺氧、风雨施虐、保
障受限等重重困难。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办副
主任苏桂锋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青海玉树灾后恢
复重建是迄今为止人类在高
原高寒地区开展的最大规模
灾后重建，是在制约条件最
为突出、生态保护最为重要、
民族宗教工作任务最为繁重
的地方开展的灾后重建。”
玉树地处高寒地区，每

年的有效施工工期只有 5 个
月。接到玉树灾后重建任务
后，中国中铁特别选派两支
具有青藏铁路施工经验和汶
川抗震救灾经历的单位———
中铁建工集团和中铁二局集
团组成玉树灾后重建施工队
伍开赴前线，并于 2010 年 6
月 5 日开工筹备。

中铁二局玉树指挥部主
要负责结古镇南区等 43 万
多平方米的房屋重建，工程
总造价约 22.5 亿元。

面对多变的天气、强烈
的紫外线光照、生活物资匮
乏等困难，中国中铁二局玉
树灾后重建工程指挥部党委
书记刘洪对 《中国企业报》
记者说：“玉树的重建工作
是考验央企社会责任感的时
刻，作为央企一员，我们希
望能把玉树建设得更加美
丽。”
“去年地震刚发生时，这

里到处是残岩断壁和救灾帐
篷，街上的人满身尘土……”
当地一名会汉语的藏族老人
向记者介绍说。

在当时，灾区水电站抢
险发电、临时电源供电保障
不仅对玉树州人民十分重
要，对后来的灾后重建工作
也至关重要。
“4 月 15 日零时 30 分，

中电投黄河公司第一批抗震
救灾抢险队伍，就携带了两
台 1000 千瓦柴油发电机、30
吨柴油和抢修设备、工器具
和物资，连夜从拉西瓦建设
工地开赴灾区，经过 22 个小
时的长途跋涉，于 15 日 21
时抵达地震灾区。”一位黄河
水电公司参与抢修的工人向
记者说。

由此，中电投黄河水电
公司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授予“全国抗震救灾
英雄集团”、“抗震救灾重建
家园工人先锋号”等荣誉。

挑战高海拔
重建纪录

由中国铁建援建的工程
分布在玉树州结古镇以东的
大部分片区。目前已确定项
目 156 个，计划总投资 26 亿

元，其中房建项目总建筑面
积 750596 平方米。已先后组
织上 场施工 人员 6350 人
（次），施工机械 800 多台
（套）。

根据《国务院关于做好
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工作的
指导意见》和《玉树地震灾
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文件
精神，按照国资委副主任黄
丹华在玉树灾后恢复重建
对口援建工作会议上的要
求和青海省玉树重建工作
的总体部署，中国铁建始终
坚持“为玉树人民造福，为
中央企业争光”的宗旨，各
项援建工作积极、有序、快
速推进。截至 8 月底，由中
国铁建援建的城镇居民和
农牧民住房项目已经全部
开工。中国中铁承担的房建
任务量已达 90.3 万平方米，
其中住房总面积为 63.3 万
平方米、公建项目总面积为
27 万平方米，此外还有市政
道路、水利、电力、景区等基
础设施项目。

2010 年，4 家中央企业
努力克服施工期短、管理程
序不清晰、配套条件不到位、
人员材料紧缺的种种难题，
派遣管理、设计、施工人员
12640 名，调集 1193 台（套）
施工机械，建成 13 个临建基
地开展重建工作，顺利完成
了当年重建任务。
玉树灾后重建不仅是一

项建设任务，更是公众高度
关注的一项民生工程。“中国
建筑承担了玉树州结古镇城
北片区和安冲乡的居民住
房、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
施、生态修复、特色产业和服
务业、和谐家园等方面的恢
复重建，总建筑面积约 80 万
平方米，项目单体个数 150
多个，总投资约为 35 亿元，
这些项目分散在方圆 300 多
公里的范围内，从结古镇到
达最远的项目要绕行 240 多
公里。”中国建筑玉树灾后重
建前线指挥部毕建新向记者
说。
“今年是玉树灾后重建

的攻坚年，中国水电集团将
开工 47 个项目，总建筑面积
达 80 万平方米，实物工作量

占 3 年总量的 60%。”中国水
电四局党工部副主任程胜利
说。

在德宁格统归自建区规
划设计工作中，中国水电集
团联合设计单位———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坚持设

计入户、群众参与，让他们自
主描绘新家园的美好蓝图。
不但创造了项目规划工作开
展仅半个月就实现破土施工
的新纪录，而且使设计方案
最大程度地吸纳了群众对于
新家园建设的意见和想法，

有效地促进了民族文化遗产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保护和
传承。
“截至 8 月初，中国水电

累计开工项目 14 个，总建筑
面积 37 万余平方米，完成投
资额 8.2 亿元。”程胜利说。

王勇在看望由中国水电
援建的德宁格住宅项目时表
示：“希望你们继续敢于担
当、奋勇争先、坚忍不拔、挑
战极限，高标准、高质量、高
水平地完成好玉树灾后重
建。”

本报记者 万斯琴

迄今为止人类在高原高寒地区开展的最大规模灾后重建

玉树重建第二年

采访手记

万斯琴

无灯的简易房、净窗、月光、禅乐和不远处
隐约的群山，一种美得让人窒息的意境，竟是
在玉树。

在青藏高原这片美丽的腹地上，轻松呼吸
对非高原人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奢侈。不禁联
想，对于在玉树州灾后援建的中央企业 2 万多
员工来说，这需要克服怎样一种困难?

时隔一年多，玉树今天会是怎样？这一切
让我等得太久。很想让时间静止，因为流逝的
每一秒、每一分，那种无瑕的美都会让人怜惜。

玉树的夜晚，让身处其中的人们忘记了震前的
纷扰，没有了复杂的理性，只剩下纯粹的自己、
纯粹的活着。

当记者站在中央企业为玉树县援建的藏
医院、学校和民居前，分明看到当地人或笑、或
哭、或期盼、或感动，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切和自
然。

今日的种种，深埋在了玉树藏民的心底。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早已如涓涓细流滑向心田，滋
润着玉树人们那颗封闭在心中的种子，慢慢发
芽、生长，内心期盼沉痛的往事永远不再上演。

忘不了，那一片深蓝的天。

玉树，那片深蓝的天

8月 18日，由中国铁建援建的玉树灾后重建首座州级高中———玉树州民族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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