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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黄润秋为主要执笔人的《北川新县城选址及适宜性评价调

研报告》得到采纳，由此确定了北川新县城选址。●他和其

他重量级人物撰写的《关于青川县城灾后重建的调研报告》

，将新县城设在竹园镇的建议也得到采纳。●12月20日，北

川新县城总体规划通过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省建设厅专家

组的联合技术审查。空间结构：\"一心、多点、多廊道\"●一

心：指北川新县城（包括安昌镇），是全县域的人口产业集

聚区.●多点：调整后的山区乡镇.●多廊道：结合主要道路，

布局产业与居民点、旅游区和农业产业区。强调对外交通的

建设，为山区的生命线廊道提供高标准保障。床一阵轻微摇

晃，黄润秋猛然惊醒肯定是发生余震了。他翻身起床，习惯

性地点开电脑：12月10日2时53分，青川县5.0级余震。作为国

内顶尖的地质专家，黄润秋身兼省政协副主席、成都理工大

学副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省灾后重建规划专家指导组主要负责人、省汶川地质灾

害防治专家组组长数职。奔波忙碌中，他一直关注着青川、

北川两个极重灾区的地质活动。\"仅11月至今，青川就已发

生3级以上余震共9次。被激活的断裂带就像一头被唤醒的野

兽，在这一带重建县城，需要深刻反思，避免悲剧重演\"。12

月14日，北川、青川新县城建设正在拉开建设大幕之际，黄

润秋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第一次向外界详细披露了

备受关注的北川、青川新县城选址过程。北川篇5地\"竞选\"



：最后胜出顺义村把县城从一个断裂带址搬到另外一个断裂

带址，显然是不科学的。5月下旬，多家媒体传出北川新县城

建在擂鼓镇的消息，声称\"奔赴灾区的专家通过地质调查和

反复论证提出，擂鼓镇是最理想的备选区\"。\"吓出了我一身

冷汗。\"长期在川西地区工作的黄润秋知道，擂鼓镇位于龙

门山三条主断裂带中的北川映秀断裂带上。\"历史上擂鼓镇

就地震活动频繁，自1168年以来北川映秀断裂带发生的最大

一次6.2级地震，就在擂鼓地区。\"5月15日，专家组实地调查

发现，擂鼓镇域内的北川映秀断裂带上有明显的地震地表破

裂带，断裂的垂直和水平位错均大于6米，这表明，擂鼓是地

表破裂最严重的地区。而且，本次地表破裂的地方就是过去

所确定的断裂面，表明该地点不仅是从前发生过大震的地点

，也是本次发生大地震的地点。连夜奋笔疾书，黄润秋和同

事李勇、周荣军写出了《擂鼓镇处于北川断裂带上，不宜作

为北川县城新址》的报告，并通过省政协转呈，擂鼓之说偃

旗息鼓。8月份，北川新县城传出了另外三个版本：安县黄土

镇板凳桥、安昌镇、永安镇。尤其是板凳桥之说最为热烈，

还有专家出来力挺，全国媒体蜂拥而来。\"但事实上，根本

都没定\"。8月17日，受省灾后重建领导小组委托，黄润秋和

同事李渝生、省建设厅总规划师丘建等在内的地质、规划专

家对北川新县城选址进行了最为重要的一次考察。考察的范

围是安昌、永安和黄土镇。出人意料的是，板凳桥被首先放

弃。\"板凳桥优点是，远离断裂带，又是平原，可用面积多.

但是离北川行政区域远，不仅行政区域调整范围大，还会占

用大片良田，也不利于羌族文化传承\"。安昌也被抛弃。\"安

昌正处在断裂带上，把县城从一个断裂带址上搬到另外一个



断裂带址，显然是不科学的\"。最后剩下了永安和黄土镇顺

义村。永安地质稳定性好，但除去断裂带隔离距离、防洪距

离和其他设施外，可供使用的土地仅1平方公里，发展受限。

比选的结果，处于安昌东南的黄土镇顺义村得到了专家的一

致推崇。专家们反复走访这片安昌河边的浅丘之地。\"这里

依山傍水，符合少数民族居住特色，发展空间有7.5平方公里

而不用占太多良田，这里还位于成青、绵茂公路交汇处，交

通便利，有利于推进北川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等。\"最后，

在《北川新县城选址及适宜性评价调查报告》中，专家组推

荐了顺义村场址，并得到认可。12月11日，北川新县城设计

规划整体初步方案出炉。青川篇两次交锋：最佳指向竹园镇

只有异地重建，才能避免青川成为又一个\"北川\"如果说北川

新城搬迁只是选址地激烈比选的话，青川县城则经历了\"是

不是要搬\"，\"搬到哪里\"两个阶段的交锋。5月18日，专家组

爬上青川县城乔庄镇背后的狮子梁山整个县城依狮子梁而建

。震后，山体变得大缝小缝，像张着嘴的老虎。一道长

约1500米，宽约0.5米的裂缝将狮子梁一劈为二。\"由于地震

断层从青川县城通过，青川县城该搬！\"5月20日，黄润秋带

领专家组再次奔赴乔庄镇考察后，得出结论。一石激起千层

浪，这个地震后第一个公开提出搬迁青川县城的言论，引起

了广泛关注和讨论。赞同和反对声铺天盖地。在专家组和青

川及广元官员座谈时，均\"一致同意搬迁\"，但实际上反对者

也不少。\"半夜了还有人打电话来辩论，其中还有不少知名

专家，反对的理由包括‘青川没有地震断层’、‘搬迁成本

太高’之类\"。\"反对者不知道乔庄还潜伏着一个巨大‘杀手

’\"，黄润秋解释，平武青川断裂带穿乔庄而过，这条断裂



带已经被激活，产生了大量余震。直接坐落在它上面的乔庄

面临的风险相当大，只有异地重建，才能避免\"青川\"成为又

一个\"北川\"。争论中，上百次中强度余震不断袭击青川。5

月19日下午，一场5.4级的余震将青川推入危险边缘外界通往

乔庄的必经之路建青路沿线山体崩塌，乔庄再次成为孤岛。5

月21日，狮子梁出现重大险情，300多人被紧急疏散.5月25日

，到目前最大的一次6.4级余震，震源就在青川。5月下旬，国

土资源部和国家地震局专家紧急奔赴青川。经过现场勘察后

专家们认为，余震对青川的破坏超过了主震，狮子梁结构已

非常松散，如果再有大的余震，有可能发生山体垮塌。县城

搬迁势在必行。5月底，县城的异地重建字样在官方文件中出

现。省国土资源厅转发的《广元市政府关于青川县城异地搬

迁重建有关问题的请示》显示：板桥乡红旗坝和竹园镇成为

新选址区。地质专家许强教授作为省灾后恢复重建地质灾害

防治专项规划编写组组长，也是踏勘板桥和竹园现场专家组

成员之一。\"我们在板桥发现了大量的变形错层和喷砂冒水

现象，地质构造很不稳定\"。\"板桥乡处在平武青川断裂带上

，不适合作为县城迁建场地。而竹园镇紧靠宝成铁路和绵广

高速，地形条件以平坝、阶地和缓坡为主，工程地质条件相

对简单，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能满足需求，进行合理规划，

是可以满足县城迁建要求的\"黄润秋和专家们在《关于青川

县城异地搬迁重建的建议》上郑重地写下如此建议。紧接着

，由省政协副主席解洪、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

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信宝、省地震局老专家唐荣昌和黄润秋

等权威人士起草的《关于青川县城灾后重建的调研报告》指

出：\"竹园是青川县域内县城迁建的最佳候选地。\"近日，青



川县县长陈正永在成都对记者表示，对竹园镇的规划，将重

点考虑县域中心的支撑、辐射和带动作用。对乔庄镇按照\"

功能疏减\"原则，重点考虑商贸流通的发展。最新消息：对

口援建青川新县城建设的杭州市援建指挥部已进驻竹园镇。

汶川篇新城“浮出水面” 将成具羌族特色旅游城市记者日前

从省建设厅获悉，倍受关注的汶川县城重建总体规划在日前

召开的省政府常务会上获得通过。\"重生\"的汶川县城将8度

设防，建成具有浓郁羌族特色的川西旅游城市。县城向上下

游分散扩展在5&#8226.12汶川特大地震中，汶川县城内的医

院、学校、行政办公、文化娱乐、社会福利等设施受损严重

，大部分需要重建。基于用地条件限制，汶川县城分别向上

游的七盘沟、下游的雁门乡等地分散扩展。七盘沟、雁门、

桑坪坝、凤坪坝纳入城市规划区，这样共有可建设用地2.75平

方公里。而震前县城建成区面积1.29平方公里。规划空间布局

结构为 \"一带、三组团\"。一带指沿岷江的城市建设发展带，

三组团分别是七盘组团、中心组团以及雁门组团。其中七盘

为物流、居住、旅游组团.老城区为中心组团，行使商贸、行

政办公、旅游、文化教育职能.雁门为居住组团。重要建筑及

生命线工程9度设防吸取地震惨痛教训，重生的新县城非常重

视综合防灾设计。抗震方面，县城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重要

建筑及生命线工程提高一个等级。同时建设疏散场地、通道

。规划结合城市广场、绿地、学校体育场地设置固定避难场

所.人均面积不小于1平方米，服务半径500米。疏散通道主要

依托城市主次道路及对外通道。地质灾害防治方面，按照不

同种类的地质灾害，采取避让、禁建、工程防治等措施。防

洪标准按20年一遇设防。县城重建两步走汶川县城重建分两



步走。2008年－2010年为恢复重建期，用三年时间完成恢复

重建主要任务，基本生活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或超过灾

前水平。2011年－2015年为发展提升期，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县城综合发展能力，优化村镇空间布局，把汶川县城建成交

通便捷、环境优美、具有浓郁羌族特色的川西旅游城市。按

照规划，汶川县城城区人口规模近期为2.2万人，远期为2.8万

人。而在震前，县城城区常住人口为2.25万人。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