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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却为何感到如此亲切？采访中，每到一处当地的工作人员和市民都会对记者说
这样一句话：“欢迎回家，看到你们就跟亲人一样。”

河南援建、郑州援建、豫江大堤、郑州大道……在江油采访的4天里，记者每天都能看到这些河南烙印，
置身江油仿佛回到了家乡。有人说，是“5·12”大地震让郑州和江油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实缘分早在1200多
年前就开始了。

援建“成绩单”
“每个河南人为江油贡献了30多块钱”

4月20日，江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在媒体见面
会上，展示了河南援建的“答卷”和“成绩单”。

据江油市委书记颜超介绍，“5·12”大地震，江油遭
受重创，直接经济损失592亿元。2008年6月16日，中
原大地各路援建队伍紧急驰援江油，拉开了对口援建
江油的序幕。

河南援建者在江油市城乡 40 个乡镇全面展开援
建，截至 2010 年 11 月 2 日，河南省共投入援建资金
30.02亿元，先后投入援建人员2万人，分3批完成民生、
安居、产业等项目302个。

不仅解决了江油群众上学、就医、饮水等基本需
求，修建了170公里长的道路，还恢复了40个乡镇的场
镇功能，提升了场镇的基础水平。

“3年投入援建资金30多亿元，河南1亿人口，平均
每个河南人为江油贡献了30多块钱。”颜超形象地说。

三件事感恩
建感恩苑、感恩河南基金，拍摄大型纪录片

由于河南的无私援建，江油市居民的生产生活已经恢复正常，并步
入正轨。而“河南”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在江油人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
磨灭的印记。

江油市委书记颜超举例说：“我的司机每次在大街上遇见豫字牌照的车，
都要主动避让一下，让他们先走。我们的交警看见河南的援建车辆等红灯，
都忍不住打个放行的手势。江油人民从心眼里感谢河南。”

为进一步加深豫江两地友谊，江油市正在做三件事。
在市中心太白公园建一座“感恩苑”，以此来感恩党和祖国，感恩社会各

界，尤其是感恩河南的无私奉献。
此外，江油市委、市政府决定，从今年起，每年安排100万元财政资金，并

发动社会各界开展爱心捐款，建立“江油市感恩河南基金”，专项用于河南因
灾需要帮助的人们。

为感恩河南，江油市还请专人花一年时间，拍摄制作了大型纪录片《豫江
情》，并于4月19日晚初映。影片以真实的故事和鲜活的画面，再现了河南援
建群体在援建过程中的感人细节。 晚报记者 李丽君 文/图

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在此得到广泛验证，它告诉我们，3年时间，我们不仅重建了一个山河壮美的物质家园，更重建
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精神故乡。

“汶川不哭，中国加油”“我们都是汶川人”，当年响彻中国的呐喊，在3年重建中依然诠释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
族情怀。“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困难能战胜”“泰山压顶不弯腰”，曾经激荡灾区的强音，在3年重建中依然传递着灾区人
民自强不息的坚韧精神。

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铸就了党领导人民自强不息、顽强拼搏、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又一座历史丰碑，必将长久地
留存于我们民族的血脉。 ——《人民日报》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志

清风明月“李杜”情长

1200多年前
郑州、江油就已结缘

两手相握，鼎定江油
行走在江油市，到

处都可以看见这样一个
标志，两个横放着的红
色大写字母“H”上下相
连，形成一个鼎，在鼎中
间，两只手紧紧相握。

标志下方是“河南
援建”4个汉字，这是河南援建江油的标志，铭刻在每
一座河南援建的工程里。

它有深刻的寓意：两只紧握的手象征河南和四川
的兄弟情义，鼎状图案既寓意中原，也寓意豫川情谊
鼎定江油。

中原爱心，让爱飞翔
在江油中原爱心学校，又

一个标志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一个“心”字通过艺术变形，左
边的一点像鸽子的嘴，上面两点则成了两根羽毛，整个
图案就像一只飞翔的鸟儿，它是中原爱心学校的校徽。

校长杨仕伦说：“校徽设计成鸟儿的形状，一是寓意
飞翔，预示学生在这里将飞得更高、更远。同时，它的形
状像一个字母Z，一个字母Y，代表‘中原’，也寓意中原
爱心。”

两个烙印

河南援建:向江油交了一份满意“成绩单”

李白三入河南，与杜甫结下深厚友谊
1300年前，公元701年，李白诞生于剑南道绵州巴西郡昌隆县清

廉乡，即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莲镇。他20岁出川，开始施展抱负。
公元 712年，杜甫诞生于河南巩县（今巩义），是著名诗人杜

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在河南生活到 20岁，开始漫游吴
越，一生忧国忧民。

李白32岁那年，第一次出入长安城，因没人举荐，失意而归，
便和两位朋友登上嵩山顶上纵酒高歌，喝到最后，李白说：“岑夫
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从
而写下千古流传的佳作《将进酒》。

公元744年，李白再到中原，在开封的禹王台遇到33岁的杜甫，
两人因此结下深厚友谊，次年在山东兖州才分手。这一时期，李白
去河南省济源市王屋山拜访当时唐朝最高的道士司马承祯，写下唯
一的传世墨宝——《上阳台帖》。

第三次来中原时，李白 50岁，此时，他在河南开封开始第二
次婚姻，与前朝宰相的一位孙女宗夫人结婚。

1200多年后，两位诗人涪江之滨再相逢
历史总有机缘巧合，“李杜”想不到，1200 多年后的今天，李

白故里四川江油市因遭遇地震而在河南省的支援下重建家园，
对口援建“诗仙”出生地青莲镇的，又恰恰是“诗圣”杜甫的故乡
郑州市。“李杜”更不会想到，1200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塑像会
相逢于四川江油涪江之滨。

在“豫江友谊园”涪江二桥上游，有处独立的园林景观——
“诗仙诗圣园”，“诗圣”杜甫轻捋胡须眺望远方，“诗仙”李白举
杯邀月豪情满怀，两人遥相对望。步入“诗仙”园内，雕刻有李
白、杜甫诗词的水幕浮雕墙霎时让人眼前一亮：诗词、山水、花
草、帆船、塔楼……

而在李白故居、李白纪念馆灾后援建项目方——杜甫的故
乡河南与江油共同在李白纪念馆新建了杜甫堂。新建的杜甫堂
坐落在李白纪念馆主体建筑太白堂右后侧，堂内的杜甫汉白玉
雕像惟妙惟肖，成为李白纪念馆灾后重建工程中的一大亮点，续
写了李、杜所代表的源远流长的川豫情谊。

汶汶新新生生川川
豫江情重

中原爱心小区
75岁老人生活得很舒心

红白相间的墙体，笔直顺畅的小路，苍翠欲滴的
绿化，中原爱心小区温馨别致，75岁高龄的谢桂珍老
人正在小区里悠然地散步。

“房子是河南人民给建的，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老人拉着记者去她家里瞧瞧。中原爱心小区一期，60
平方米的屋子明亮整洁，厨房还通了天然气。

老人是低保户，家里只有两间青瓦平房，采光、透气
都不好。房子在地震中损毁后，没有经济来源的她，
2010年4月被首批安置进中原爱心小区的廉租房，房租
一年216元。

江油市中医院
四川最好的医院，已投入使用

如今，江油市民又多出一家现代医院看病，由河
南援建的江油市中医院已正式投入使用。该医院位
于江油新城区，中原爱心小区对面。

据医院院长杨保中介绍，江油市中医院是迁址重
建，其实医院没投放使用前，为了方便周围群众就医，
就先把传达室设成了门诊部，为周围百姓服务。

“中医院是一家现代化、按照三级医院新建的大
医院，算是目前四川最好的中医院了。”

中原爱心学校
可容纳900人，以爱为教育思想

4月21日上午，江油市中原爱心学校五年级教室，11
岁的刘艺富有感情地朗诵着课文，小女孩大大的眼睛，声
音甜美。

“我以前在方水乡上学，地震后来到了这里。”刘
艺说，她非常喜欢新学校，听说记者是河南来的，她还
充当起小导游，带大家参观学校。

江油市中原爱心学校是河南省对口援建江油市
新建的一所九年制学校，建筑面积17693平方米，学生
公寓 116间，可以容纳 900人。教学设备全部按照四
川省一类标准配置，硬件一流，功能齐备，学校以爱为
教育思想，以情为教育途径，以和为教育导向，以升为
教育追求。

三个印象

河南援建的泉水小区河南援建的泉水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