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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今日聊城

2009年9月14日9：00，记者从绵阳出
发前往片口。李白有诗，“蜀道之难，难于
上青天”，一直以为夸张，这次才有了真切
的体会。左边是震后伤痕累累的大山，右
边是湍急的河水，水面距路面最高可达30
余米，还要防备山上随时可能出现的落石
或滑坡。翻越帽盒山时，盘山路段海拔高
达2000米。在高处，回望走过的山路，如一
条条悬在半山腰的带子。同行的片口老乡
告诉记者，堰塞湖淹没了沿河公路，使片
口到北川县城的路程也由77公里增加至
110公里，只有底盘够高的越野车才能通
过。两次堵车、一次拖车、两次清理滑坡的
等待，一路踉踉跄跄，经过11个小时，总算
到了片口乡。

初进片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聊
城援建的白草河大桥和聊城广场，以
及映衬在橘色路灯灯光之中的场镇道
路，四面环山的片口乡如熟睡的婴儿，
恬静闲适，没有机器的轰鸣，没有高耸
的大厦，只有夜色中吊脚楼优雅的“丝
檐”和宽绰的“走栏”，以及生生不息、
横穿乡里的白草河发出的隆隆声响。
眼前的一切，很难让人相信，过去的一
年，这里曾在“5·12”地震中遭受重创。

地震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山东聊城作
为北川县片口乡的援建方，带给这个北川
偏远的乡镇很多变化。在这个留下许多聊
城人足迹的乡镇，我倾听片口的老乡讲述
他们眼中的聊城援建者。

110公里走了11个小时

赶场不再吃尘土，过桥不再肩扛马驮

大桥圆了片口人的梦
文/片 本报特派记者 修杰淼

片口乡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县
境北部，地处北川、平武、松潘三县交界，
平均海拔近2000米，是北川县最偏远的乡
镇。聊城市对口援建的9个项目包括3180
平方米的中小学教学楼和5200平方米的
餐厅宿舍楼、404平方米文化站、1105 .98
平方米的卫生院、场镇道路、白草河大桥、
文化广场、汽车站、供水站、垃圾处理站。
项目涉及当地生产、生活、教育、文化、卫
生、娱乐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诸多方
面。不单单改善了农村生活条件，更具多
方面经济意义。在片口乡政府力争在未来
几年内，打造药材基地和具有羌族特色的
旅游文化胜地的乡镇规划中，这些援建项
目，也将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

片口乡辖 9个村，总人口
6729人，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
地方，一条清澈见底的白草河
从乡镇中心流过，将九个村落
分置于东西两岸。大桥是联系
当地村民经济、生活的主要交

通枢纽之一。在聊城援建的白
草河大桥建成前，一座铁索桥
是连接两岸的唯一通道，现在
的片口百姓称它为“老桥”。
走在桥上，摇摇晃晃，机动车
不能通过。

这座桥，曾是片口乡 6 0 0
多名学生上学的必经之路。
虽 然 每 年 都 对 桥 板 进 行 维
修，但学生过桥摔伤，仍时
有发生。

今年 65岁的句义真，拉着

记者的手，用浓重的四川口音
说：“夏天天气晒得很，你们
山东人不怕辛苦，帮我们造大
桥，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报。
现在，娃子上学走这个桥，我
再也不用为安全担心了。”

学生上学 不再提心吊胆

记者在桥头遇到了今年 72
岁的付正顺。他是土生土长的
片口人，也可以说是片口乡变
化的见证人。付正顺介绍，白草
河西岸有泽可村、小西村、民新
村，全乡70%的人口居住在白草
河东岸的东江村、松柏村、磨盘
村、沟口村、晒西村。“以前东岸

的东西想往外卖，根本运不出
去，只能肩扛马驮地运到西岸，
如果再运到外面卖，连运费都
赚不回来。这还要感谢聊城人
民，没有你们，就是再过二十年
我们也建不起来这么好的大
桥。”付正顺感慨地说。蔡氏是
松柏村有名的酿酒大户，没修

建白草河大桥前，乡里的铁索
桥，根本不能过机动车，“以前
每次赶场，只能肩挑两桶米酒，
今天一下拉来六桶，都卖个精
光。”蔡老板高兴地说。

提起场镇道路，村民也满是
欢喜。“以前全是土路，来一次，
吃一路土不说，车多人多路也

不够宽，现在好得很。”磨盘村
村民蔡永富，提起场镇道路兴
奋地告诉记者。同村的刘泽正
是名药农，平时赶场的时候，也
兼做摩托车载客生意。“以前路
不好，坑坑洼洼不说，也很费
车，现在不同了，路平了，也不颠
簸摇晃，省时省力。”

乡民赶场 不再肩扛马驮

记者眼前聊城援建的白
草河大桥，投资约 3 5 0万元，
分 为 三 跨 ， 上 部 采 用 钢 结
构，下部为柱式墩台、灌注
桩基础，全长 6 9米，桥面宽 7
米，现已成为片口乡的标志
性建筑。

绵阳市委常委、北川县委
书记陈兴春告诉记者：“片口

乡从上世纪 80年代末就开始规
划建设大桥，由于受到资金、
技术等方面的制约，一直没能
如愿。聊城援建队伍让片口这
个 20多年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除此之外，聊城援建的南、北
支路，修缮的老街和客运站，
也为片口乡交通增加了极大的
便利。”

片口乡党委书记伍万智介
绍，当地百姓主要以种植中药
材和生猪养殖为主要增收途
径，如何将大量农产品和牲畜
运输过河，困扰了他们二十几
年。

新建的白草河大桥，除了
给百姓安全出行带来便利，更
重要的是对于带动当地经济发

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去
年由于地震造成交通中断，茶
叶采摘率仅为2007年的1/10，
厚朴的价格也由正常年份的 4
元多降到了 3元，人均年收入
由正常年份的 2 4 0 0元下降至
1 8 0 0 元，今年有了新修的大
桥，人均收入赶超 2400元没有
问题。”

腰包鼓了 有望赶超2400元

挂职片口乡副乡长的聊
城援建人员于涛告诉记者，为
达到“ 8 级抗震，9 度设防”的
要求，打桥墩时采用了大型钻
机在河床上钻洞打到岩层的
方式。当时围观的百姓，因为
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施工方
式，还问我们是不是在捞金

子。“当时，我们和百姓开
玩笑说，有的话可以捎带帮
你们捞点。”

三四月份桃花盛开的季
节，正是春水盛涨的时候，
俗称“桃花汛”，在汛期施
工，为达到技术指标和质量
要求，给桥墩浇筑创造较好

的施工条件，援建队员们手
拉 肩 扛 两 改 河 道 、 四 筑 浮
桥。据聊城市前线指挥部建
设组组员张连会介绍，由于学
校和白草河大桥几乎同时施
工，材料运输不便，援建人员
为方便施工，建起了便桥。“山
区水流变化快，有一次，一觉

醒来，大水冲垮了便桥。”张连
会回忆说。另外，在钢结构桥
体的施工中，援建人员不计成
本地把主要部件千里送回聊
城，进行专业加工，并重金聘
请山东省著名钢结构检测专
家赴川进行现场跟踪检测，
保证了桥体质量。

桥梁修筑 百姓以为在淘金

一个是江北水城，一个是西南羌乡，去年一场罕见的大地震，把山东和四川两地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一批批聊城援

建项目和一群群聊城援建者，把水城人民的情意带到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片口乡这片热土，传递到羌乡同胞心中。历经二百

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聊城总计划投资3400余万元的9个援建项目全部完工，今年8月23日通过验收，正式交付片口乡使用。

本报特派记者赶赴北川县片口乡现场采访。即日起，本报陆续推出“山水相连情系羌乡·聊城援建片口项目巡礼”特别报道，与

读者一起感受羌乡变化，回顾聊城援建队员带给灾区的感动。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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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话

“山水相连 情系羌乡·聊城援建片口项目巡礼”之交通篇

相关链接

记者手记

新建的大桥老的铁索桥

9月15日，记者来到北川县片口乡，正赶上当地百

姓赶场的日子，乡镇的街道上熙熙攘攘。羌乡村民踩

着平坦宽阔的场镇道路，来往于8月23日开通的白草

河大桥两侧，由衷的喜悦溢于言表。挂职片口乡副乡

长的聊城援建人员于涛告诉记者，每逢带2、5、8的日

子，周围的村民都会来赶场。所谓赶场就是北方说的

赶集。“赶场不再吃尘土，过桥不再肩扛马驮”是村民

对援建的交通设施最真切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