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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川县骑马乡中心小

学 是 我 市 政 府 投 资 2800

多万元，全额援建的一所

现代化小学。学校里留下

了许多永康元素，不仅有

超人图书室、王力电教室，

还有两位永康老师曾在这

里支教。

“我是 2010 年 3 月 5 日踏上青川的，也是我们省第三

批赴青川支教的老师。”永康四中的胡晓维是当时骑马中

心小学唯一的专职音乐教师。在她之前，当时在解放小学

任教的应勇是我市第一位参与支教的老师。

彼时的胡晓维是我市的教坛新秀、学科带头人，也是

一位小学一年级孩子的母亲。当时的青川还处在重建中，

胡晓维说，学校虽然建好了，但通往学校的路一到雨天就

泥泞不堪，老师住的是板房，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公厕在很

远的山头上，洗澡要到青川城里。

在骑马中心小学，胡晓维负责小学二、四年级和初中

一、二年级的音乐教学。“音乐是可以抚慰心灵的。”除了上

课外，胡晓维还开设了竖笛和舞蹈两个兴趣小组，自掏腰

包从永康给孩子们采购了演出服、舞蹈鞋等演出用品。

“我很庆幸在青川留下过踏踏实实的脚印！”回想那

段支教时光，胡晓维心中有许许多多的留恋。什么时候回

骑马中心小学看看？“可能是这个暑假，看看新青川，看看

学校，看看学生们，看看我结对的两个孩子王娇和唐欢，希

望大家都好。”

10 日，当记者联系上陈振产时，他正在前往四川青川县的路上。作为 2008 年我市支援青川县骑
马乡重建指挥部的指挥长，陈振产说，此时与彼时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时灾区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地震带来的伤害让大家沉重。我们是去重建家园，这赋予了大家
使命感和紧迫感。”陈振产回忆，当时指挥部的成员都下了决心：建不好骑马乡，绝不回永康。

“10年发展，青川早已换新颜，再次回到这里，特别激动。”隔着电话，记者能感受到陈振产的兴奋。

我市三年援建青川累计完成援

建实物工作量8048.3915万元。其中：

全额援建项目总投资4128.0688万元、

补助类援建项目总投资 3920.3227 万

元，含面上震灾农房恢复重建兑现补

助省统筹资金 2450 万元），为浙江省、

金华市援建指挥部下达 4000 万元基

本项目任务数的142%。

小学工程
投资2809.23万元，包括综合教学

楼、宿舍楼、食堂、锅炉房、传达室、室

外附属工程和运动场地等一般教学

行政设施。

卫生院工程
总投资292.545万元，是集医疗和

计划生育业务功能为一体的一幢三

层建筑。

农房安居工程
打造体现川北民居特色风貌的

里坪香树坝、中元大院坝、新民卫坪

坝农房建设示范点，农房重建设计方

案被浙江省援建指挥部录入十大援

建示范文本。

集镇重建工程
拆除 180 多户共 3.1 万平方米危

房及沿街过渡用房，2009 年底基本入

住。投资 199.12 万元，完成场镇供水

工程，使场镇 3 个村 2000 多居民用上

放心水。

竹荪产业工程
建设竹荪高产栽培示范基地，通

过示范带动，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促使援建乡面上竹荪栽培规模大大

增加。

智力援建工程
提供岗位信息数 1636 个，帮助安

置当地劳动力 248 人，直接帮助就业

177 人，开展支教、支医活动，共派出

援建医务人员 11 批（其中抗震救灾 6

批、灾后恢复重建 5 批）32 人, 支教教

师2人。

环境整治工程
引进永康农村“三清四改”的做

法和经验，大大促进了场镇整治与乡

容村貌管理的改善。

甘泉工程
总投资 140 万元，完成骑马乡村

社分散饮用水工程建设。补助建成

40 立方米净水池 1 座、5 至 10 立方米

净水池 20 座、1 至 3 立方米净水池 50

座，干管 10 公里等供水设施，2009 年

11 月底实现了村、社用水全履盖，使 6

个村 1000 多户 6000 多人喝上了洁净

放心水。

康庄工程
大树村、红光村、光明村、新民

村、岩埝村、中元村等6个村3.5米宽7

条 24.2 公里泥结石通村（社）道路全

面建成通车。

爱心工程
对 1786 户自建房进行保暖改造，

发放毛毯、棉被等 11076 床、棉衣 8261

件、改造 102 户板房区用电设施。先

后筹集130余万元抢险救灾资金。

“十年前的汶川大地震

举国牵挂。十年后的今天，

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成都市金华商会会长

何卿对此感慨万分。

2001 年，何卿来川创

业，从开办建材公司到投资房地产、五金机电、餐饮旅游，

再到发展组建婺商集团公司、成立成都金华商会，每一步

都踩下了深深的足迹。

2008 年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时，成都市金华商会会员

企业在灾难中展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震后，何卿组织企

业在永康召开了“支援灾区灾后重建产业转移投资说明

会”，通过恢复灾区产业来支持灾区重建工作。他积极捐

款捐物，往返灾区20多趟，始终坚守在抢险第一线。成都

金华商会共捐款捐物合计人民币 1748 万元，在地震 1 周

年之际，何卿又募集了价值万余元的体育器材送往灾区。

从 2008 年 5 月开始，由金华商会牵头的灾后重建项

目“金华（永康）青白江工业园”和青白江区政府达成协议，

共同建设。据协议，金华商会投资 26 亿元，项目占地

1600 亩，引进冶金建材企业 35 家，为社会提供上千个就

业岗位。

“我是永康人，永康是生我养我的家乡，四川是我第二

故乡，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创业期间，得到的四川当地政府

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他们。”何卿在电话中一再表示，“同胞

有难，我们就该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以自己的力量，为

国家分忧，为灾区人民解难。”

汶川地震过去十年了，

对很多人而言，那场大地

震依旧刻骨铭心。金华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永康市

分中心主任胡春龙就是我

市 2008 年支援灾后恢复

重建人员，回忆起在支援青川县骑马乡的700多个日日夜

夜，他感慨万分。

“前两天那边还给我发来了微信，都是城乡面貌和人

居环境焕然一新的照片，虽然这几年很少过去，但也时常

通过微信了解到那边的建设情况。”胡春龙拿出手机与记

者分享现在骑马乡的新面貌。

“当时灾区的情况触目惊心，我始终有一种强烈的使

命感和紧迫感。”短短半个月，他们跑遍了骑马乡所有的

村，查看地形、了解灾情、倾听群众意愿。曾在市水务局办

公室担任主任的胡春龙利用自己掌握的水利知识，投入到

骑马水厂、食用茵生产基地等工程的建设。

在青川援建期间，胡春龙的父亲病重，刚好赶上工程最

忙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回去。等工作告一段落赶回家的时，

父亲已经去世了。胡春龙说，子欲养而亲不待，这种痛苦让

人揪心。但作为一名党员，做出这样的选择无怨无悔。

“我很荣幸自己为灾区重建做出了贡献，这段经历对

于我来说收获很大。”胡春荣说，在灾区二年多的工作经

历，更让他认识到平凡生活的幸福。

“我是 2008 年 5 月 13

日接到国家发改委通知，

14 日到达成都抗震救灾指

挥部的。”时隔 10 年，金牛

机械原董事长卢振宝对当

年的情形仍是恍如昨日。

卢振宝说，汶川大地

震后，国家发改委向全国发出通知，召集专业人员到震区

指导机械设备使用。“当时我是金华市唯一一个接受这个

任务的。不巧的是，接到通知时的前两天，我身体出现小

恙，医生叮嘱不能吃生冷东西，要特别注意休养。”

没有丝毫犹豫，卢振宝搭上了第二天飞往成都的飞

机。到灾区后，卢振宝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饿了吃

一口半生不熟的方便面，困了倒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把

医生的叮嘱抛到了脑后。

“想想真奇怪，在灾区的7天时间里，甚至没有感到一

丝丝疲倦，看到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官兵、志愿者，真真切切

感受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卢振宝说，回永康后，

身体就垮了下来，第二天就送到医院，并随即开展了手术

治疗。接诊的医生说，如果再晚两天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卢振宝说，可能是老天眷顾吧，如果没有去抗震救灾，

自己不会把病情当回事。这一去倒好了，提前通知我身体

出状况了，所以，那一次的经历也给了他再一次的生命。

卢振宝手术后，就把企业交给儿子打理，自己走上了公

益之路。卢振宝说，在灾区看到了成千上万个破碎的家庭，

特别是那些失去家人的孩子，失落的眼神不断在脑海翻

转。10 年间，卢振宝参加了多个慈爱公益团体，经常给贫

困家庭和孩子给予帮助，被圈内人士美誉为“慈善大使”。 本报记者 俞晓赟 程轶华 童英晓

胡春龙：为灾区重建奋战700个日夜

何卿:为灾区招商引资搭桥

胡晓维:在骑马小学教音乐

卢振宝：抗震救灾后成了“慈善大使”

青川与永康的故事
在“5·12”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回访永康援川亲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