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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户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

穿、有书读……地震发生后，鲁甸县

委立下军令状：3.4万平方米的板房学

校在 11天内全部建成。一年后，所有

板房学校学生全部搬进永久性学校，

和学校一起建成的还有乡镇卫生院，

各项民生保障措施高效推进。

灾区炼成中考状元班

在巨灾面前，龙头山镇龙泉中学却

连续两年取得全县中考冠军，教学质量

提升到了昭通市中上水平。2015年，全

县中考前10名中有9名出自该校。

龙泉中学校长李明响，既抓全校管

理，又当班主任，在新校舍建设过程

中，还要监督工程质量。为了节省时

间，他干脆搬进工地，和工人们住在一

起，成为全县第一位搬进“新学校”的

老师。“现在已练就了伴着机器轰鸣声

高效工作的能力。”李明响打趣说。

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让师生们

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期望。

2015届 122班班主任徐晓明，地震后

忍痛将新生宝宝和妻子送回楚雄老

家，却把满满的爱给了全班同学。在

地震中受重伤的邓同学，更是得到了他

无微不至的照顾。徐老师说：“我和同

学们一边轮流照顾她，一边找班上的尖

子生一对一帮助她学习。”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邓同学中考成绩进步了 10
多名。2015年，徐晓明带领122班取得

了 18人考上昭通一中的成绩，打破了

过去学校一年考上 14人的历史记录，

成为鲁甸县中考状元班。

鲁甸地震灾区的教育能取得如此

巨大的进步，和学校老师对学生震后心

理的疏导也有很大关系。在火德红中

学，如何对学生的心理进行抚慰，成了

校长蔡荣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针对

那些心理阴影比较大的学生，我们邀

请了省市的心理辅导机构，对学生进

行面对面的辅导。还组织学校专职教

师去昭通参加心理辅导培训班，并设

置了学校自己的心理辅导室，随时关

注学生的心理变化。我们还给那些为

学生进行心理疏导的爱心人士提供便

利，让学生多接触外面的世界。”他说。

在蔡校长看来，灾难中失去亲人

的学生更加需要细心的呵护，初二的

聂同学就是他重点关注的对象。因在

灾难中失去亲人，原本活泼的聂同学

变得沉默寡言。为让他坚强起来，蔡

校长和聂同学的班主任及科任老师，

一起对他进行帮扶，既照顾生活起

居，又疏导心理，让他感受到了满满

的爱。现在，聂同学的成绩在班上已

经处于中等水平。

鲁甸县教育局局长陈富荣说，在

各方全力以赴的努力下，到 2015年 9
月1日，灾区所有板房学校的学生，全

部迁入了永久性新学校，住进了宽敞

明亮的新宿舍。

在家门口能看好病

地震发生时，第一时间的抢险救

援离不开医护人员加班加点的努力。

恢复重建阶段，乡镇卫生院的改扩建

以及村级卫生所的新建和改建，让受

灾群众实现了在家门口“能看病、看

好病”的愿望。

建筑面积 3840 平方米、床位 65
张，新建的火德红卫生院和老院相比，

面积扩大了 3倍，床位数增加了 2倍
多，干净整洁成了来院就诊病人一致的

感受。卫生院在规模增大的同时，引进

了先进医疗设备，让很多村民不需出镇

就能得到及时准确的诊疗。

“通过购买 200多万元的新设备，

现在 B超、心电图、彩超都可以在卫

生院里面做了。卫生院还有了救护车

可以处理应急情况。”火德红卫生院院

长马再俊介绍，新农合在村卫生所及

乡镇卫生院的报销比例比县里高。现

在病房建好了，设备齐全了，条件更

好了，所以一般疾病，群众还是选择

在当地治疗，平均每天有 20多名患者

住院治疗。

和乡镇卫生院相比，村卫生所更

是最直接服务村民的场所。“方便患者

就诊，达到功能需求”是县卫生局对

各个村卫生所建设提出的要求。目

前，灾区新建的村卫生所都设置了专

门的注射室、门诊、药房。

龙头山镇沙坝村卫生所马良慧医

生对新建村级卫生所深有感触。她在

卫生所工作已经 6年，沙坝村 5200人
都是服务对象。地震发生后，她每天

鲁甸灾区民生这样保障

从新建的教学楼里走出的孩子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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