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18．5.22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08

■ 本报记者 王会贤

Cover� Report 封面报道

壹基金芦山援建接近尾声：

如何为孩子打造成长的“韧性家园”

近日，距离汶川地震发生十
周年，国人纷纷追忆对十年前那
场灾难的感受。 围绕汶川地震十
周年的大规模纪念活动，多多少
少冲淡了大家对五年前另一场
强烈地震的记忆———芦山地震。

但对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
会（以下简称“壹基金”）来说，芦
山震后援建工作仍在进行中，且
处于关键的收尾阶段———在壹
基金的规划中，“灾后重建阶段：
韧性家园” 的计划时间为 2013
年 7 月至 2018 年 12 月。

2013 年芦山地震发生后，壹
基金用时三个月进行灾后重建
研究，经专家研讨、政府座谈等
多个环节后，最终确认了“以减
灾为核心，创建韧性家园”的五
年灾后重建规划。“韧性家园”的
宗旨就是让居民及其生活的环
境具备应对灾害的能力及灾害
发生后的快速恢复能力。

从外界来看，在芦山地震后
的这五年内，在所有接收相关捐
赠的基金会中，壹基金接收的捐
赠额居首，这为其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压力———公益行业内外的
质疑声，甚至引发舆论危机。 而
在此期间，壹基金的秘书长也已
换了两任。

在壹基金发布的《芦山地震
五周年工作报告》和专项审计报
告中可以看到，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壹基金共收到芦山地震捐
款约 3.90 亿元， 累计支出资金
3.52 亿元，已使用资金为全部捐
赠资金的 90.14%， 共实施了 59
个大型项目，覆盖 900 余个次学
校和村/社区。 剩余资金将继续
按照四川省委通过的《关于推进
芦山地震灾区科学重建跨越发
展加快建设幸福美丽新家园的
决定》中“三年基本完成、五年整
体跨越、七年同步小康”的总体
目标用于各项目尾款及灾区可
持续发展工作。

背负着巨大的社会责任和
舆论压力的壹基金，究竟如何将
其制定的“韧性家园”在芦山重
建中得以实现？ 在壹基金芦山地
震五年重建规划接近尾声之际，
《公益时报》 记者前往多所芦山

当地在灾后重建起来的小学，试
图通过学校重建这一视角解答
上述疑问。

让学校拥抱社区、拥抱自然

不得不说，灾难的发生和灾
后重建给芦山带来了更多的资
源，也引入了很多新鲜的理念。

壹基金希望芦山（雅安）重
建能够实现“安全校园、安全社
区、安全家庭、安全未来”，但在
学校重建中，需考虑的不仅仅是
安全。 在雅安地面上建起来的每
一所学校中， 都融入了来自内
地、台湾两地建筑设计师的规划
设计。

“尽量尊重设计师的理念，
不去干扰。 ”壹基金雅安重建项
目主任魏明涛说，“学校不是一
排房子再加一排房子，而是让学
生快乐、自由的地方。 ”

万坪小学位于四川省雅安
市汉源县片， 校园经历了汶川、
芦山两次地震。 汶川地震后，校
舍经过加固继续使用，芦山地震
后就再不能用了。 当时，这所偏
远的小学被壹基金选定资助重
建。

万坪小学和雅安雨城区多
营中心校这两所学校的设计都
来自台湾设计师周子艾。 在万坪
小学建设过程中，周子艾来过三
次。 此次与《公益时报》记者一同
再返万坪小学，是他第一次在建
成后看到学校。 问他心情如何，
他说“有点紧张”， 毕竟一所小
学，“对孩子来说，是一辈子的记
忆啊”。

今年 61 岁的周子艾， 经历
过台湾 9·21 地震重建， 他向记
者讲述自己的设计理念。

“原来的校舍是背对民居、
面向山坡，重建后正好相反。 ”他
向记者比划着说道。 周子艾给这
所小学的设计理念是“拥抱社
区”———校园与社区不再是隔离
的状态， 对空间进行巧妙利用，
在原本狭窄的地形中，呈显出小
而精巧的建筑。 在建筑外形上，
除了融入当地的彝族特色风格，
还设计了廊道、小平台，为老师
和学生预留了自己发挥的空间。
二楼小平台上，校长移栽来的猕
猴桃树已经长出了花蕾。 教室
内， 左侧宽敞的窗外就是山林，
视野开阔舒畅。

让周子艾略微遗憾的是校
园与马路之间的围墙，如果再矮
一点或换成栏杆会更好，能让村
民直接就能看到自家小孩在学
校学习、玩耍。

记者猜测可能是为了安全
考虑，但周子艾则认为，从另一
个角度来说，围墙其实增加了视
觉盲区， 开阔的视野会更安全，
因为栏杆外的村民们都会成为
孩子们的照看者。

“现在的建筑， 已经不只是
遮风挡雨， 除了抗震设计之外，
还融入了更多的人性化元素。 ”
周子艾举例说，“比如学校对声
环境的掌控。 很多老师因为要跟
孩子们的声音‘拼’， 嗓子都哑
了。 其实可以通过建筑结构、教
室设计让老师不那么费力。 再比
如光环境， 教室窗台若低一些，
孩子们的感受就很不一样。 ”

让学校更开放这个理念，在
壹基金援建的芦山县芦阳镇第
二小学得到了实现。 经过魏明涛
等项目人员与教育部门的交流、
争取， 在这所可容纳 1000 名孩
子上学的古朴风格校园里，使用

的就是矮围墙和栏杆。

将减防灾融入学校和社区

从汶川地震至今，国内灾害
救援的重心已经从应急救援转
移到了防灾、减灾、备灾。 怎样做
好灾难来临前的准备，也成为壹
基金援建项目的重要元素。 在雅
安， 现在有了 20 座特殊的建
筑———“避灾运动场”。

壹基金执行秘书长李弘说：
“在日本，灾难发生后，人们会前
往体育馆临时安置。 但我们资金
有限，一时建不了那么大的体育
馆，于是就设计了可以抵抗强震
的‘避灾运动场’，让人们在灾后
有可以躲避的安全区域。 ”

一片顶棚有多重要？ 魏明涛
回忆起他当年在雅安救灾时的
情景， 志愿者们靠塑料布避雨，
他扛了一袋米过来，第二天都被
浸湿了。“雨城”雅安一年有两百
多天在下雨，有顶棚的运动场也
给孩子们提供了平时游戏的场
所。

除了硬件上的避灾运动场、
钢结构抗震农房等， 在软件上，
壹基金在雅安的 102 所学校中
修建减灾示范校园，在 4 个区县
建立 12 个社区减灾中心。

2018 年 4 月 16 日，双石镇
中心小学进行了一场模拟烈度
7.0 级的地震应急演练。 这里的
社区救援队每月都要进行一次
演练， 孩子们都已很熟悉震后
逃生的过程。 壹基金雅安项目
官员喻东解释道， 从国内外的
大型灾害救援来看， 灾害发生
后， 外界救援赶来需要一定时
间，第一时间的自救、互救是最
有效的。

在双石镇中心小学的地震演练中，孩子们从教学楼疏散后，前往避灾运动场周子艾和他设计的万坪小学校舍 陈文/摄

雅安市芦山县芦阳镇第二小学

芦阳镇第二小学内的避灾顶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