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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力省长在《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编者按：2016 年 5 月 12 日，在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八周年之际，

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方志出版社联合组织的《汶川特大

地震抗震救灾志》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四川省委副

书记、省长尹力出席会议并讲话。现印发各地、各部门学习。

在汶川特大地震发生 8 周年之际，国务院《汶川特大地震抗

震救灾志》编纂委员会隆重举行首发仪式，以志书形式对汶川特

大地震受灾、抗灾、减灾及灾后重建进行全方位记录，留存历史

以资子孙后代，提供镜鉴以利万世千秋。在此，我代表四川省委

省政府，向参与此书编撰的单位和所有参编人员表示衷心的感

谢！

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遭受的破坏性最强、波及

范围最广、灾害损失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害。地震共造成四川68712

人遇难、17923 人失踪、37.5 万人受伤，20 个市（州）296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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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灾，经济损失达 8450 多亿元。面对突出其来的特大地震灾

害，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

民的全力支持下，四川省委省政府第一时间把抗震救灾作为全省

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把救助生命作为头等大事、重中之重，

带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众志成城奋起救灾，展开了历史上

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

震后灾区没有出现灾荒、没有出现瘟疫、没有出现流民和社会动

荡。经过 3 年重建攻坚，四川灾区旧貌换新颜，实现了“家家有

房住、户户有就业、人人有保障、设施有提高、经济有发展、生

态有改善”的目标，夺取了灾后重建的重大胜利，创造了世界抗

震救灾史上的奇迹。

《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反映了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的历史进程，全面展现了灾区人民经历山崩地裂、家园毁损的悲

伤；反映了举国上下共克时艰、生死营救、分秒必争的难忘时刻；

反映了生者图强、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奋斗精神。

《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翔实记录了四川灾区走出的

化危为机、崛起危难的跨越发展之路；全面展示了四川近三千万

受灾群众在蜀中大地书写坚强与奋起、创造美好生活的恢弘画

卷；深刻阐释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

为本的执政理念，见证了深藏于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创造力和卓越

智慧；大力弘扬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

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汶川特大地震抗



—3—

震救灾志》的发行，对今天、对未来、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

重大意义。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

的进步为补偿的”。震后的四川，经济稳中求进，社会安定和谐，

发展日新月异。2015 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3 万亿元大关，

居全国第 6 位，实现了“十二五”圆满收官。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

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回顾历史，展望回来，四川人民将深刻铭

记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深切关怀，始终感恩国家各部委、

各兄弟省（区、市）和国内外各界的大力援助；继续弘扬广大灾

区人民坚强不息、勤奋耐劳精神，砥砺前行，为谱写中国梦四川

篇章而努力奋斗。

弘扬东坡文化 继承东坡精神

编者按：9 月 6 日—7 日，以“东坡遗爱、千古风流”为主题的

第七届（黄冈）东坡文化节在湖北省黄冈市举行。眉山市委副书记、

市长罗佳明率眉山市代表团出席，并发表文章回顾了苏东坡的一生，

指出进一步挖掘东坡文化资源、弘扬东坡精神的重要意义。现印发

各地、各部门参阅。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有研究一本书的学派，叫“红学”；还

有研究一个人的学派，叫“苏学”。千百年来，为什么有那么多

的文人雅士，对苏东坡如此厚爱，推崇备至？这不全在他艺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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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的高不可攀，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他具有中国文人最难能可

贵的高尚人格，具有不畏权势、以民为本的人文情怀，具有求真

求实的独立精神。

苏东坡一生，不管是为官在朝，还是流放在野，心中都始终

忧民爱民。早年，他做凤翔府签判小吏，就因改陋法，斥豪强，

激怒了太守。他两次外放杭州，赈灾民，疏六井，筑苏堤。他被

贬去惠州，建长堤，造秧马，洁饮水。最后，他被发配儋州，还

教黎民读书，帮百姓治病。乌台诗案，差点被杀头贬至黄州的他，

是最无奈的时候了，他正是以忧民的情怀，以热爱大自然的审美

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才使他的文学作品喷薄而出，光芒万丈。

东坡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他几起几落的人生磨难，始终不移

的民本情怀，波澜般地涌现在他的诗文里，才造就了他一生的伟

大。

今天，我们弘扬东坡文化，继承东坡精神，不仅是因为历史

文化价值，对我们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

义。为诗为文，他是我们景仰的大师；为人为官，他是我们学习

的楷模；直面坎坷的人生，自强不息，他是失意人生的领路人。

今天，我们要继承东坡锐意进取，勇于创新，不为陈规陋习所缚，

求真求实，干一行成就一行的巨匠精神。我们要学习他宠辱不惊、

处变不乱的博大胸怀，学习他在逆境中不自暴自弃的独立人格，

学习他敢于面对腐败现象，不计个人得失的无畏抗争。在诗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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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这些方面，也许，我们不及他万一，但他做事的精神，做人的

操守，我们是学得到，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眉山，因三苏故里而闻名，苏洵、苏轼、苏辙一家三父子，

都是宋代的大文豪。我们为弘扬好东坡文化，继承好东坡精神，

早在 1980 年就成立了中国苏轼学会，后来又成立了三苏文化研

究院。而今，我们在城市新建的过程中，尤其注重营造东坡文化

的氛围，将新修的城市路道以三苏的诗词或文章命名，我们重建

了远景楼，建成了东坡城市湿地公园、苏洵公园、苏轼公园、苏

辙公园、东坡竹园等。我们还对三苏祠进行了全面维修。如今，

我们的东坡文化旅游景区管委会，将蟆颐观、苏洵家族墓地、中

岩寺等东坡遗址串联起来，着力打造东坡文化的旅游圈。

明年，第八届东坡文化节将在我市举行。我们要进一步深入

挖掘好东坡文化资源和内涵，弘扬和继承好东坡精神，高水平办

出独具眉山特色的文化盛会，推动我市加快建成以东坡文化为特

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分送：王宁、蔡竞同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抄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省纪委驻省政府办公厅纪检组。

发：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省级各部门地方志机构。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16年 9月 29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