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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芦山 7.0级强烈地震“重建新路”的回顾与启示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雅安市委党史研究室（雅安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芦山县委党史研究室（芦山县地方志办公室）

编者按：2013年 4月 20日，雅安发生“4·20”芦山 7.0级强烈地震，

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亲临灾区一线，对灾后重建作出

部署。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支持下，雅安探索出“中央统筹指

导、地方作为主体、灾区群众广泛参与”的重建新路，不仅实现了“三

年基本完成、五年整体跨越、七年同步小康”重建工作目标，还遵循习

近平总书记“继续发力、更好发展”的嘱托，深化乡村振兴，灾区经济

社会得到长足发展和提升。2022年，雅安又先后经历“6·1”“9·5”两次地

震和灾后恢复重建，重建新路再次得到实践检验与拓展。在“4·20”芦

山强烈地震及灾后重建十周年之际，再次回顾总结“重建新路”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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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启示，可帮助我们汲取历史经验，科学应对四川多发的自然灾

害，更好建设并治理好我们的家园。同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应该用好“重建新路”这张新时代四川的醒目“名

片”。

一、“重建新路”的内涵特点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全国之力援建受灾地区的制度安

排，成为有效应对重特大自然灾害的利器，并在汶川特大地震、

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灾害应对与灾后重建中得以运用，取得

重大胜利。随着各地经济实力、应对能力不断增强，对灾后重建

的认识和思考也在深化：除全民动员、举国援建，能否探索出一

条大灾之后恢复重建的新路子？

2013 年“4·20”芦山强烈地震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作出决定，探索一条不同于以往的灾后重建模式，形成一

套与过去举国体制互为补充、相互完善的重建新机制新模式，这

就是“中央统筹指导、地方作为主体、灾区群众广泛参与”的灾后

重建新路子。

（一）中央统筹指导。面对艰巨繁重的重建任务，党中央、

国务院统筹全局，把握大势，及时出台政策，明确重建工作的总

体要求、工作重点和具体措施。主要体现在：国务院出台《芦山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及财税、土地、金融、医疗、社保、

就业、地质灾害治理和生态恢复等各项政策，成立由 26家部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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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指导协调小组”，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各项政策的落实，统筹调配社会各方提供的资源，切实为灾后重

建提供要素保障。

（二）地方作为主体。四川总负责完成灾后恢复重建，主要

体现在：健全领导指挥机制，为恢复重建提供组织保障；健全工

作推进机制，切实保障各个环节高效运转；健全群众参与机制，

更好发挥灾区群众的主体作用；健全社会协同机制，形成推动加

快重建的强大合力；健全省内对口援建机制，为重建工作提供有

力支持；健全资金质量监管机制，确保阳光重建；建强灾区领导

班子和干部队伍，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建立法律

进重建、调解进项目机制，为重建提供政策法律服务。

（三）群众广泛参与。灾后重建坚持国家支持、社会帮助、

群众互助、生产自救相结合，引导灾区群众自己动手，主要体现

在：引导受灾群众选举成立“自建委”并逐步向“自管委”过渡，独

立自主开展灾后重建工作以及之后的社区管理工作，“自己的事情

自己管”；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形成了“党政领导、群团

实施、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新机制。

中央统筹指导、地方作为主体、灾区群众广泛参与，三者构

成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政治优势、

体制优势、机制优势、政策优势，为继续深入研究把握灾后恢复

重建内在规律，在国家层面研究出台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指导性政

策法规，提供了一份可资借鉴的成功样本。这一新机制既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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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统揽全局，提升应对危机效率，也有助于发挥地方政府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其应对危机能力，是对我国应对自

然灾害体制机制的健全和完善。

二、“重建新路”的经验启示

“重建新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开启的应对自然

灾害机制体制国家试点重大改革的成功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

的经验启示。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2013 年 5 月 21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芦山县体育馆广场接见受灾群众时指出：“在这么大的

灾难面前，能有这样好的安置局面，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

如果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体制，是根本做不到的。”在应对灾害过

程中，各级党组织始终是“主心骨”，始终担负着主体责任。无论

是中央统筹、还是地方作为主体以及搭建灾区群众广泛参与的平

台，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实施的。

（二）中央统筹指导是坚实支撑。“重建新路”的“顶层设计”

来自中央，从灾情专项评估、出台政策、编制重建总规，到调配

资源、下拨资金、简化审批环节、执行监督检查等，都离不开中

央政府的统筹指导。

（三）地方作为主体是成事之要。中央将芦山重建指挥权交

给四川，不仅是科学评估灾情后作出的决定，更是为深化政府职

能改革，激发地方改革创新活力，提升地方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

能力和创新体制完成重建任务，从汶川“举国援建交钥匙”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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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制自力更生”转型。省委省政府带领雅安市、县各级党委政府

通过建立健全各种机制，顺利完成了灾后重建各项任务。

（四）创新体制机制是活力之源。简政放权是“中央统筹指导、

地方作为主体”的实质，将众多审批事项下放给地方，减少了指挥

层级，大大提高了效率。通过放权给予地方充分的时间和空间，

省委省政府能更加冷静判断重建工作的“轻重缓急”，统筹协调稳

步推进灾后重建，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微调，以便更好的把人、

财、物用在“刀刃上”。

（五）灾区群众广泛参与是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要依靠灾区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工作

方法，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从群众中获得抗击灾害不竭的

力量源泉和智力支持。四川省提出“要坚持尊重民意，充分发挥灾

区群众重建主体作用”。正是因为广泛发动群众，灾后重建进展既

顺利又富有成效。以芦山县唯一极重灾区为例，在群众房屋重建

中，自筹资金占建房资金一半以上，群众力量被充分调动。

（六）社会力量参与是有力支持。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灾

区各级党委、政府通过搭建社会力量参与平台，以构建开放式、

多元化、项目化、全程式的群团组织协同体系为突破口，广泛凝

聚社会力量。如全国首个社会力量参与应对自然灾害的协同平台

——雅安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深入县乡设立服务

站点，搭建跨界互动平台，让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包括项目需求对

接、项目实施协助、培训交流、法律咨询等灾后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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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好“重建新路”名片的建议

“重建新路”是四川实施的国家层面的重大改革实践，是中央

探索以“地方为主体”重建新机制的首个试验田，是四川书写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篇章的醒目一页，值得大力宣传挖掘，

使之成为四川“名片”。

（一）继续挖掘好“重建新路”的意义与价值。“重建新路”探

索的成功，显示出中国的救灾和重建道路，不仅仅只有一条道路

可走，这对应对危机运用救灾与重建经验乃至基层治理、推动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都有重要意义。

（二）继续总结好“重建新路”经验的运用与拓展。四川是自

然灾害多发地，尤其是地震灾害多发地。2015年，省委省政府在

雅安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探索“4·20”芦山强

烈地震恢复重建新路子研讨会，对重建新路经验进行了总结。经

过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在“6·1”“9·5”两次地震以及抗洪抢险、抗

疫斗争、灾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方面都有新探索、

新实践，需继续总结、提炼和提升“重建新路”经验的运用与拓展。

（三）继续提炼好“重建新路”蕴含的精神力量。诞生于四川

“5·12 汶川特大地震”之后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是鼓舞灾区人民

灾后重建的强大精神力量。在重建过程中，雅安灾区人民发扬并

拓展了伟大抗震救灾精神，显示出“重建新路”蕴含的精神力量，

如“实事求是，铸造重建战略根本；主体责任明晰，激活体制机制；

聚焦群众需求，突出民生优先；基层自建自管，激发底部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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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生态核心推动融合发展”等，需进一步提炼，使之成为伟大抗

震救灾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延伸。

（四）用好“重建新路”物化成果。通过灾后重建，雅安民生

事业迈上新台阶，基础设施实现新突破，城乡建设展现新面貌，

产业发展驶入绿色通道。特别是重建的物质家园留下了一大批崭

新的物化成果。这些物化的成果，承载着“重建新路”的内涵与特

点、做法与经验、价值与精神，具有继往开来的力量。可将这些

物化成果通过宣传展示、教育培训、旅游观光等多种方式运用于

资政育人中，特别注意与红色资源相结合，融入到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中，必将助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实践。



报：省委书记，省政府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委组

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政研室、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发展改革委、

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水利厅、

农业农村厅、文化和旅游厅、应急管理厅、省社科院、省地震局。

雅安市委、市人民政府。

发：雅安市委党史研究室（雅安市地方志编纂中心）、芦山县委党史研究

室（芦山县地方志办公室）。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3年 4月 17日印发

（共印 9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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