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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行 超 ：千 里 驰 援 的 逆 行 者

【跨越时空的对话】

在参与对口援建的832天
中，他走遍了都江堰19个乡镇
和一个经济区，磨破了2双登
山鞋，拍坏了1台相机，汇集了
近 20000 张照片……他，就是
徐行超。

2008 年的那一场汶川特大
地震，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挥之不
去而铭心刻骨的，对于徐行超来
说，更是一份感同身受的磨炼和
记忆。作为深入灾区援建队伍的
一员，徐行超说：“我们无法选择
灾难，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面对灾
难的态度。”

面对国家的危难时刻，他选
择担当起一个党员的责任，义无
反顾地离乡救灾；面对环境的艰
难困苦，他选择用心用情投入工
作，融入环境与灾民共进退；面对
新时代的新国情、新青年，他说：

“无论什么环境，只要用心去干、
用情去做，都能完成得很出色。我
们要勇于担当、履行对党的承诺，
传承上一代优秀党员的正能量，
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需要我们
每一个人的力量来推动。”

以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充
满激情的工作干劲奋斗在抗震
救灾的前线，徐行超先后被中共
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和中
共都江堰市委、都江堰市人民政
府授予灾后重建先进个人荣誉
称号，被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
人民政府授予“上海市对口支援
都江堰市灾后重建先进个人”荣
誉称号。

肩负使命赴国难

从地震发生那天开始，徐行
超就一直在广播、电视中关注着
当地的伤亡情况、救济情况，尤
记得一位四川电视台播音员的
流泪报道，给徐行超带来了极大
的震撼与感触。不久，单位领导
向徐行超传达了当时的计划和
想法——上海作为大城市要向
四川灾区派出援建队伍。在家人
们的全力支持下，徐行超立即向
组织申请，成为了上海市委组织
部派遣的34位援建干部之一。市
委组织部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上
海援建干部队伍正式成立，说明
了大致任务安排，并通知需尽快
做好援建准备，随时待命出发。
当时的工作氛围如同前线部队，
一切行动听指挥，随时待命，时
刻准备奔赴战场。

次日，徐行超一行人就接到
命令赶赴都江堰。到达都江堰
时，乌云密布，天空阴霾，黑压压

的一片，仿佛老天都在为这座城
市哭泣。遍地瓦砾，道路不通，
死气沉沉的氛围让徐行超的心
情愈发沉重。来到青城山脚下，
住进了地震中遭到破坏的农家
乐，为期 832 天的援建工作就此
展开。

来到都江堰的第一件事，总
指挥就决定要举行升国旗仪式，
这也是徐行超印象中最艰难的
一次升旗仪式。国旗是从上海带
去的，然而当地可以用来升旗的
只有一根孤零零的杆子。于是干
部们将铅丝一节一节连接起来
用作绳子，将手机里的铃声反复
播放串成国歌伴奏。短短一分钟
的升旗仪式却持续了十多分钟，
升旗手被铁丝扎破了手也没有
半句抱怨。望着国旗缓缓上升到
天空，每一位干部都眼含热泪。
亲身感受到当地灾民所遭受的
巨大伤痛，徐行超心中的使命感
油然而生，而那份完成使命的决
心在国旗的渲染下也变得更为
坚定。

磨炼意志有信仰

在都江堰的 832 天，徐行超
经历了 270 多次有感余震，即人
体能够直接感受到震撼的地震，
而地震台统计的余震次数更是
高达 40000 多次，他们无时无刻
都处在生死边缘，其中一次余震
的震级达到了6.4级。徐行超至今
还清晰地记得那是下午 3 点 20
分：“当时感到地下有很沉闷的
声音从远处传来，像是一种阴森
的动物从青城山脚下钻过来。桌
上的笔记本电脑、茶杯都剧烈摇
晃或摔到地上，当下什么也没
想，拉起身旁工程组的一位战友
就往外跑。事后他一提起此次经
历，总是客气地说我是他的救命
恩人呢。”他们所面临的危险是
不可预测、不可估量的。

都江堰的气候非常潮湿，最
直观的，一条毛巾从使用到报废

只需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而这
种潮湿是人体感受不到却一直
弥漫在空气中的，不知不觉中影
响人体的健康。援建结束徐行超
回到上海，经诊断得知体内的类
风湿因子超标，而这类病症需在
上海居住3-4年才能得到缓解。

在地震中，都江堰有 87%的
房屋损毁，他们只能住在援建临
时搭建的板房。由于地质结构的
特殊，这里的房屋根基多数扎在
鹅卵石上，水泥预制板结构搭建
的房屋并不很结实，晚上睡觉时
都不可避免地抱有恐惧心理，再
加上白天工作任务的繁重，经常
失眠。后来局领导来都江堰慰问
时提出需要带些什么物资，徐行
超第一时间表示，希望能带些安
眠药来，这样可以有充沛精力做
好白天的工作。从起初因恐惧睡
不着，到为了完成初心使命，每
天靠吃安眠药来保持体力完成
任务，这其中，他需要付出多大
的毅力和勇气。

在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下，短
短几个月，徐行超就生出了许多白
发，对此，他总是笑着说：“灾区的
风雨虽让我看起来有些苍老，却使
我的心态变得更加年轻！”

工作繁重拓能力

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
灾后重建组织部社会工作组的
主要工作任务是负责当地灾民
的就业援助、职业介绍、劳动者
转移等就业工作的推进。上海援
建队伍较其它队伍更为艰巨，因
为每一人都包揽了一条工作线
的前方和后方工作，既需要在前
方给当地百姓提供就业帮助、职
业介绍等等，同时需要应对后方
各个处、各个单位的工作对接。

徐行超的工作是负责对接
都江堰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突如
其来的地震使得都江堰 63 万人
中，27 万人瞬间失业，几乎一半
的人没有工作。为了帮助灾民尽
快实现就业，完成政府下达的任
务，上海援建队伍提出了“就地
就近就业，转移上海就业”的援
建项目，尽可能吸纳都江堰户籍
的人参与到这个项目中，解决他
们的就业问题。于是，徐行超以
及他的同事们就开始挨家挨户
地调查、询问意见，根据每个人
的不同情况提供相应的就业机
会。就业工作的展开不仅涉及城
市里的百姓，也包括很多住在山
上、乡村里的灾民，在这个过程
中，他走遍了都江堰的 19 个乡
镇，跑遍了都江堰的山山水水，
这也使得徐行超的脚踝严重损
伤，难以恢复。当时他们有一个

口号“5 加 2，白加黑”：白天在外
奔波，晚上在指挥部总结工作，
天天忙碌到深夜，每周只给自己
留出半天的时间购置生活用品。

上海队伍在对口援建工作
中创造了多个“一”：产生了都江
堰第一位年轻海员；实现了一位
摆摊女孩的高收入就业……在
创造就业突破的同时，也实现了
都江堰就业的创新程序——体
检，为之后的顺利入职提供保
障。然而，创新的同时也带来了
新的难题。因为地震，都江堰的
整体生态环系统发生了变化，动
植物腐烂变质和上游金属冶炼
设施破坏造成饮用水一时不能
完全达标，其结果就是在对首批
5000 名转移就业人群开展体检
时，因有近一半人相关指标超标
而被硬生生拦下。针对这一情
况，徐行超一方面协调各方继续
开展转移就业工作，另一方面，
提出要结合实际，积极开展“就
地、就近”工作推荐。为此，他会
同都江堰劳动保障、就业社保和
在川上海企业拟定对策和用人
计划，同时，深入就业困难家庭
和对象，认真听取意见建议，了
解就业需求，尽可能地接纳更多
的灾民转移上海就业或在本省

实现“就地就近”就业，为他们及
时解决生活困难。

此外，在援建过程中，徐行
超发现在上海12000名援建队伍
中，因援建不能及时回沪配药影
响工作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此，
他利用本局优势，及时向局领导
汇报提建议，在得到后方大力支
持后，上海在各援建省市中第一
次也是唯一一支派出医保援建
队伍，通过进驻都江堰社保医保
部门实地工作，开展沪川两地数
据传输，实现了援建干部在当地
配药用药也能享受上海医保待
遇的问题，解决了援建干部最关
心的问题，使大家可以没有后顾
之忧，集中精力投入繁重的援建
工作中。

情系百姓暖人心

这天，徐行超与同事们来
到了地震受灾较重的向峨乡调
研。站在临时搭建起来的大棚
下，身后就是倒塌的向峨小学
废墟，还有学生的书包、鞋子零
星 地 散 落 在 倒 塌 的 校 舍 瓦 砾
中，他们端着搪瓷碗，吃着粗
米、酸豆角拌辣椒，周遭围绕着
苍蝇的嗡嗡声，每个人都面色
沉重。也是从那时开始，他们意
识到，哪怕饮食习惯难以适应，
哪怕工作环境难以克服，一定
要 怀 着 与 灾 民 同 甘 共 苦 的 情
怀，才能埋头干下去。

提起上海援建队伍，当地百
姓总是这样形容：“作风雷厉风
行，把老百姓挂在心上。”当时，
灾区正在修建板房，让普通老百
姓优先住宿。一次天蒙蒙下着
雨，徐行超等人在上山的途中，
看到一条水渠上搁置了一个孤
零零的床板，只有一个单薄的、
破洞的帐篷罩在上边，一个老人
带着小孩住在里面，帐篷甚至还
在滴水。经过询问，发现她们竟
没有接到入住板房的通知。徐行
超立即找到了乡镇干部，批评了
他工作的疏忽，并迅速安排老人

与孩子入住板房。后来，更大批
量的住房完成，援建队伍组织老
百姓摇号入住，力求实现公平公
正。老百姓都拥在台前，看着从
未见过的高楼，把钥匙高举过头
顶，高喊着“共产党好！”

正是因为这些赈灾过程中
的点点滴滴，当地百姓在欢送这
支队伍时感慨道：“因为上海干
部的作风，改变了我们对政府的
看法。”离开都江堰的那个清晨
是最难忘的。2010 年 9 月 21 日，
天没亮且雷雨交加，当地干部和
老百姓得知上海援建干部完成
援建任务班师回沪的消息后，凌
晨 4 点多就自发带着馄饨、汤圆
来到指挥部驻地食堂，一边包一
边煮，给援建干部准备早餐。现
回想起来，徐行超感叹：“那真的
是雨水与泪水交织的一天。”从
驻地出发到成都双流机场的途
中，许多百姓站在雨中前来送
行，送上他们的一份份心意；企
业单位也沿路拉起横幅，感谢他
们的到来，欢送他们的离开；就
连正值早高峰的成都，也主动为
他们的车辆让开道路，鸣笛护送
他们到机场。徐行超深深地感受
到当地人民的挚爱和感激之情，
也愈发体会到所有的辛苦都是
值得的。

（文字：子桦 图片：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