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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过去，是为了更好地看向未来。
2017年11月，为纪念2014年8月3日鲁

甸 6.5级地震而设计建造的纪念馆，在震中
龙头山镇建成。如今，鲁甸地震纪念馆通过
场景复原、声像解说、图片以及或悲伤、或激
昂，或坚硬、或柔软的故事带着参观的人们，
回到那个历史时刻，感知自然灾害的残酷无
情；穿越时光，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感受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群众的深情
关怀；见证龙头山镇人民在昭通市委、市政
府的领导下，牢记嘱托，努力重建美好家园，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追求幸福生
活的历程。

纪念馆祈福屏幕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3月21日，已有91万游客来到纪念馆，寄
托哀思，感恩奋进。鲁甸地震纪念馆，正在
成为记录和展示“鲁甸崛起”的丰碑。

“龙头山一片欣欣向荣，群众生活越来
越好”

3月 21日，在鲁甸地震纪念馆里，解说
员李朝惠正在介绍2014年鲁甸地震发生时
的场景。

对于龙头山群众来说，“8 · 03”是一
个永远难忘的日子，它带给人们旷日持
久的悲恸，也带给人们久久无法忘怀的
感动。地震发生后，铭记灾难，牢记嘱
托，感恩奋进建设美好生活，成了他们生
活的主旋律。

李朝惠于 2018年成为鲁甸地震纪念馆
的一名解说员，这是她地震发生后的第一
份工作。“当时我已怀孕8个月，家人用双手
刨了 3个多小时才把我救出来。”李朝惠讲
述着自己的经历。如今她已经是 2个孩子
的母亲。

刚开始，李朝惠在纪念馆当解说员非常
不适应，常常在第一个展厅讲解地震情况
时，就悲泣哽咽，无法继续讲解下去。后来，

她忍着悲痛慢慢适应，加之目睹龙头山镇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朝惠逐渐走出了伤
痛的阴影，成为了一名成熟的解说员。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大家
听着我的讲述，和我一同感动、一同奋进，我
感觉自己并不孤单。”李朝惠说，当地群众会
到纪念馆处摆放菊花，他们在寄托哀思的同
时也在铭记历史。

鲁甸地震纪念馆第四个展厅“党的关
怀”篇章，记录了鲁甸6.5级地震发生时党和
国家不放弃每一个生命的感人画面和深厚
的大国责任。“这是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的
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
体现。”李朝惠称，每次讲解到这里，都有一
种深深的感动和自豪感涌上心头。

“2015年 1月 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鲁甸龙头山看望灾区的干部群众。他走进
帐篷亲切地问候大家有没有一口热饭吃，孩
子能不能上学，老人生病了能不能得到治
疗。”李朝惠一边讲解一边深有感触地说，她
最想告诉大家的是如今的龙头山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

“现在大家日子都好了，生活充满了阳
光和希望！”李朝惠说，把人民群众的期盼变
为现实非常不容易，没有党和国家对龙头山
的关心支持，没有各级党委、政府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的嘱托带着大家干，就不可能有龙
头山欣欣向荣的今天。

李朝惠没有很高的学历，成为解说员之
前从事服装买卖的工作。对这份讲好鲁甸
6.5级地震抗震救灾及灾后恢复重建故事，
传递好抗震救灾精神的工作，李朝惠很执着
也很热爱。李朝惠说，从“畏惧”靠近到热切

“弘扬”，她想尽绵薄之力让大家铭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关怀，感恩伟大的党。

“我要把名额留给需要的人”

“乔迁道喜乐住新家园 大难逢生不忘

共产党”，这是谢维礼搬新家时贴在自家门
上的心里话。随着李朝惠的讲解，有关一
位老人在地震中失去家人、失去生活信心，
后来又重拾生活希望的故事，吸引住了大
家的目光。

这位老人叫谢维礼，如今已 73 岁。他
中年丧偶，2个女儿远嫁四川。地震发生时
正是龙头山采摘花椒的季节，谢维礼的2个
女儿带着4个外孙回家帮老人采摘花椒，不
幸的是 2个女儿、4个外孙全部在地震中遇
难。地震让老人失去生活的信心和希望，是
党和政府、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帮助老人在老
宅基地建起了新房搬进了新家，帮助老人重
拾信心，渐渐走出了生活的阴影。

搬进新家后，谢维礼的一个举动让人们
对他肃然起敬。

“我目前生活已经没有问题，我要把名
额留给需要的人。”2017 年，谢维礼主动提
出不再享受扶贫政策，退出建档立卡贫困户
名单。以前，“谢维礼”这3个字仅仅是一位
老人的名字；今天，“谢维礼”这 3个字代表
着感恩、乐观、坚强。

在龙头山，不只是物质基础发生巨大变
化，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鲁甸地震纪念馆可以清楚地看到龙头山
镇震前震后的对比。2014 年，震后的龙头
山镇一片废墟、满目疮痍，到处是断壁残
垣，到处是地震后留下的触目惊心的“伤
疤”。2024年阳春三月，走在龙头山集镇宽
敞的大道上，绿柳依依、微风拂面，映入眼帘
的是崭新的楼房、洁净的道路和休闲散步的
人群……到处展示着新面貌新气象。

3月21日，参观完鲁甸地震纪念馆走在
龙头山集镇的大道上，一位名叫胡建的大爷
告诉我们，到了龙头山可以去参观鲁甸地震
纪念馆、朱提银文化馆，可以搭摩托车去轿
顶山看风景……阳光明媚，大道宽敞，乡村
客运车不时驶过，大爷拘谨又热情的声音，
随着三月的春风吹进心里，暖暖的。

凝聚感恩奋进、团结奋斗的强大动力

鲁甸地震纪念馆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地
震的惨烈，正视灾难的无情，感受人性的温
暖，感悟祖国的强大，铭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关怀，感恩党的伟大，自强不息、持续奋斗。

它的存在，无疑是当地一笔宝贵的精神
财富。如何赓续传承好这笔精神财富，让人
民群众继续更好地感悟国家领导人的为民
情怀，让地震后留下的创伤时刻提醒人们铭
记关怀、感恩奋进，成为接续奋进必须答好
的考题。

2018年5月，鲁甸地震纪念馆被评为党
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现场教学基地，12月被
鲁甸县委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越来越多
的参观活动和教学活动在纪念馆内举行。

“以前聚焦讲好纪念馆各个篇章的故
事，以后会在此基础上，向党性教育和爱国
主义教育方面发力。”李朝惠说。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学员们
深刻领悟扎实开展好此次主题教育的重大意
义，把主题教育激发出来的信心、干劲和力
量，转化为感恩奋进、团结奋斗的强大动力。”
2023年9月18日至21日，昭通市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读书班期间，学员们来到鲁甸地震
纪念馆和地震遗址公园开展现场教学。学员
们认真聆听了关于鲁甸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
重建的故事，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
重要讲话精神，观看了视频《党的关怀》。

憧憬未来，接续奋斗。带着我们参观的
龙头山镇干部表示，龙头山镇将依托朱提文
化资源和“一园三馆”，大力传承弘扬抗震救
灾和恢复重建精神，打好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和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的特色
牌，推进3A级旅游集镇巩固提质，促进农文旅
深度融合发展，把习近平总书记交办的事情
办好，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过上好日子。

一大早，位于鲁甸县龙头山镇龙泉路
的鑫缘超市内还没有顾客，店主李保学坐
在收银台前，无聊地翻看手机。记者表明
来意，想聊聊十年前鲁甸地震的事，李保
学没有拒绝。

“好日子都是干出来的！村里最大的改
变是村民的干劲更足了，我们一定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的嘱托，把日子过好。”李保学说。

地震发生后，李保学家的房屋垮塌，
一直在外打工的他不得不回家重建家
园。一切都得重新开始，从过渡安置到搬
进新房，他积极乐观，从容面对。十年时

间，李保学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从一无所有到成为一家小型超市的店
主，李保学非常满足，他兴奋地说：“党的
好政策让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幸免于难的龙头山人在伤痛中开启了
新生活，如今，大家对生活都充满干劲和希
望。说起经营超市的经历，李保学说，当时
自己完全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想过挣
钱或者是赔本的事情，凭着一腔热血就开
始干了。店铺地址定在龙泉路，看中的也
是这里位于集镇主干道，人流量大。夫妻
俩踏实肯干，经常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店铺
里每一块地板、每一颗螺丝钉他们都自己
动手。“自己的店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所
有的事情得亲自过一遍才放心。”李保学笑
呵呵地说。

交谈中，我们时常被李保学身上那种
乐观的心态所打动。

老百姓收入增加，消费也开始活跃，
加上李保学经营有方，超市生意十分红
火。目前这个超市在龙头山集镇上算是
中等偏上的规模，销售的商品种类也相对
丰富，通过这几年的努力，他用真诚留住
了 很 多 老 顾 客 ，店 铺 现 已 实 现 良 性 循
环。“这里人流量不算大，我们能做到现
在这个规模还是很不容易。”李保学说，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他不仅买下了两层

楼的店铺，还在县城买了房子，一年有 10
多万元的收入。

畅通的道路，是发展的希望。2020 年
12 月 31 日，都香高速公路（守红段）前 40
公里通车，龙头山镇到昭阳城区只需半个
小时。每周李保学都要去昭阳区进货，路
畅通了，不仅节约了运输成本，还可以抽出
时间去照看在县城上学的孩子。“做生意辛
苦又琐碎，有时候情绪烦躁，但是一回到家
看到老婆、孩子，这些情绪都会烟消云散。”
这个外表朴实的男人说起自己的小家时，
幸福得眼睛都眯起来了。

商品堆放整齐有序，有放错位的，必
须回归原位；有缺货的，要赶紧从库房里
搬出来补上……李保学每天充实而忙碌
地经营着自己的小店。即使再忙，社区组
织的技能培训他都积极参加，他把学到的
酒店管理的技能融会贯通地用到超市的
经营上。

在他资金遇到困难时，银行给他无息
贷款，鲁甸县商务局的干部还给他送来收
银机。这些点滴关怀和帮扶，李保学一直
记在心里。龙头山人是懂得感恩的，李保
学同样也是。新冠感染暴发后，他为武汉
捐款，为基层一线工作人员送去矿泉水和

方便面。他说：“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全国
人民牵挂着我们，现在我应该尽一点微薄
之力。”

这些年，龙头山镇的发展一步跨越三
十年，一幢幢民房，一个个新村，一条条道
路，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无不见证着发展
的温度和速度。像李保学一样的受灾群
众，如今多数和普通的小镇居民一样，阳
光慵懒的午后，他们习惯围坐在街边的方
桌边，打牌、下棋，晒太阳、唠家常。至于
龙头山的伤痛，大家都静静安放在心底。
现在，他们更看重新的生活。

李保学也有自己的打算，他看中龙头
山的旅游产业，下一步准备利用龙头山集
镇上的闲置民房经营一家民宿。由于旅
游业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来到龙头山消
费的人很少。之前，多数人依靠种植花椒
和出去打工维持生计。如今，更多的居民
期待着，当地旅游业能够真正发展起来。

美丽的龙头山镇，正依托朱提银文化、
花椒产业，以及宜居、宜游的气候、生态等
自然禀赋，按照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思
路，着力打造集历史文化、抗震救灾、乡村
振兴于一体的特色旅游小镇，重现“千年银
都”风采，展示“花椒小镇”活力。

铭记过去 感恩奋进
记者 秦 勇 苏 秀 文/图

“ 好 日 子 都 是 干 出 来 的 ！”
记者 莫 娟 文/图

李保学在整理店内商品。

纪念馆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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