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普通民众的遇难区建
成风景区，是一种把丧事变成
喜事的思维，“当你走在埋有
同胞尸骨的土地上时，你是否
还有心情看风景？还有多大
的闲情逸致去吃喝玩乐？”灾
难虽然应该被铭记和反思，但
不应变为商业化的卖点。

——媒体人钱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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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花1.7万亿元
四川宣布完成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但灾区发展内生动力不够

魏宏认为，重建期间，
短期内的密级投入的政府
巨量资金没有发生大的问
题，保证了资金安全，“跟
重 建 一 样 ，也 是 一 个 奇
迹”。他解释说，主要采
取的方法是加强资金的
预算管理，根据恢复重建
资金的用途和灾后恢复
重建的项目，编制恢复重
建的资金预算。同时对
恢复重建资金进行了专

户管理，使重建资金封闭
运行。

魏宏还表示，在三年
多的时间，审计部门组织
了 8898 个审计小组对恢
复重建的资金项目实行全
过程的跟踪审计，监察部
门组织了 65 个监察小组，
三年多的时间长期在一线
驻点和巡回监督，保证重
建资金从进入项目开始到
最后完成投入的安全。

孤儿安置：孤儿共有630名
魏宏介绍说，到目前

统计为止，灾区地震造成新
的“三孤”人员是 1449 名，
其中孤儿是 630 名。政府
高度重视包括孤儿在内的
新的“三孤”人员的安置：一
是集中安置，政府通过福利
院、敬老院和其他场所，对
新“三孤”人员进行集中安
置，给予生活的保障；二是

分散安置如对孤儿有亲戚
朋友领养，家庭亲友代养
的，还有其他的社会救助；
三是根据社会保障，对“孤
老、孤儿、孤残”，从抗震救
灾到恢复重建到后期常态
的生活保障，省政府做了
政策上的规定，对他们的
后期帮扶和社会保障做了
一些安排。

资金安全：没发生大的问题

恢复重建目标实现成绩单

提前一年实现了“家家有房住”：成功解决540多万
户、1200多万城乡居民住房修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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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秀申报5A景区“让百姓做主”
伤痛之地申报景区，公众质疑灾难创收，会伤害灾区民众感情

针对汶川启动“汶川映
秀5·12震中纪念地”争创国
家5A景区的事，四川省政府
官员表示，最终会听当地老
百姓的意见。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四
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在回
应这个问题时，没有明确否
定汶川县启动“汶川映秀5·
12震中纪念地”申报为国家
5A景区的做法，但他表示，

“我们也告诉当地更应该听
取我们当地老百姓对旅游
发展模式和形态的意见。”

汶川启动申报工作

映秀最近再次因为作
为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的震
中而受到关注。《华西都市
报》报道称，汶川县启动了

“汶川映秀5·12震中纪念
地”争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
的工作。

政府主导将伤痛之地
申报5A级旅游景区，这又撩
起了公众心头的伤疤，公众
担心“用灾难来创收”，也担
心这样的做法是否会伤害
灾区民众感情。尽管汶川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谢旅霜
接受采访时解释，创5A景区
不会收门票，其目的首先是
带 动 老 百 姓 从 事 第 三 产
业。但将“地震震中”描绘
成了“优秀品牌”，并要借此

“扩大旅游市场，推进汶川
旅游国际化进程”的字眼还
是刺激着公众敏感的神经。

未否认汶川做法

魏宏解释说，按照国务
院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四川
灾区有4个地方是纳入了国
务院灾后恢复重建的地震
遗址的纪念地建设，即老北
川县城、汶川映秀镇、绵竹东
汽汉旺厂区和都江堰虹口
深溪沟4处典型遗址遗迹。

魏宏称，在这些地震遗
址纪念地，除了精心打造的
防灾减灾示范区，也有精心
打造的旅游景区和旅游小
镇。他以映秀为例介绍说，
过去人们去映秀感受到的
地震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
也缅怀地震中遇难的亲人，
也 去 感 受 抗 震 救 灾 的 精
神。同时映秀在国际、国内

专家的支持下打造成旅游
风情小镇，“国内游客到那个
地方也能感受到我们特有
的民族文化和旅游资源”。

魏宏特别强调，映秀由
于地势条件，老百姓在恢复
重建结束以后，“他们的主
要就业门路和商业形态是
旅游”。

汶川县委宣传部副部
长 谢 旅 霜 的 说 法 与 此 类
似。他解释说，地震之后，
汶川县耕地灭失，县水泥
厂、岷江硅业等企业外迁到
茂县、金堂县，老百姓没有
耕地，也失去打工机会，“发
展旅游是唯一的出路”。

魏宏没有明确否定汶
川即将启动的申报5A景区
的做法，只是请地方政府

“能够注意到媒体的一些意
见和建议”，但“应该听取我
们当地老百姓对旅游发展
模式和形态的意见”。他
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提升地
震遗址所在地的旅游形态，
怎么提升和发展当地旅游，

“最终是听当地老百姓的，
因为毕竟是他们要在那儿
生活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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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郭少
峰）四川省人民政府常务副
省长、四川省“5·12”地震灾
后恢复重建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魏宏日前在京宣布，

“四川省灾后恢复重建已胜
利完成”。

依照国务院《汶川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提
出的目标，用3年左右时间，
使灾区的基本生活条件和
经济社会发展达到或超过
灾前水平的重建目标。

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上，魏宏表示，经过三年“艰
苦卓绝的奋斗”，全面实现了
规划提出的目标，“灾区基本
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已全面超过灾前水平”。

他介绍说，四川纳入国
家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
的 29692 个 项 目 已 完 成
99%，概算投资 8658 亿元已
完成投资 99.5%；纳入省重
建规划的 12 个重灾县和 91
个一般受灾县 13647 个重建
项目已基本完成。

虽然还有极少数项目没
完工，魏宏解释说，这主要是
受地震次生灾害和二次受灾
影响，工程量大、建设周期长
的项目，以及港澳援建的个
别项目，“地方政府正全力组
织实施，加快推进”。

但魏宏也承认，虽然恢
复重建的任务完成了，但灾
区发展的内生动力还不够，

“再还人间一个锦绣巴蜀”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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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后的震区不能重走
重化工老路，搞旅游业、带动
老百姓从事第三产业，传统经
济结构同时实现调整，未尝
不可。

“对逝者的悼念，并不一
定非要用眼泪”。

——媒体人范利祥

【
观
点
交
锋
】

完全实现了“设施有提高”：142 个受灾县高标准高
质量地维修加固和重建了各类学校8283所，医疗卫生机
构2292个，新建了一批功能完善的社会福利院、社会服
务中心、文化中心；

基本做到“人人有保障”：对因灾导致的9524户困难
家庭、1449名孤老、孤儿、孤残人员、2.7万余名地震伤残
人员，从政策、制度和工作上给予了帮扶和救助；

努力实现了“生态有改善”：完成2334处重大地质灾
害治理，整理复垦了200多万亩灾毁土地恢复林草植被
近450万亩。

灾区全面实现了“经济有发展”：去年 6 个重灾市
（州）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 2007 年的
1.95倍、2.39倍、1.7倍和1.75倍；

基本实现了“户户有就业”：妥善解决20万失地农民
异地安置，帮助 170 万受灾群众实现就业，动态消除了

“零就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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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四川全省142个受灾县用于恢复重建

和发展重建的资金达到了1.7万亿元。
据介绍，四川省接受的全国各个方面，包括境

外的社会捐赠资金一共是201亿。

■ 数读

2011年10月4日，四川汶川“5·12特大地震”三周年后的首个国庆长假期间，数万游
客前往映秀地震遗址悼念，参观灾后重建的新映秀。 李豫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