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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灾区维修后的土窑嗣

广灵县重建后的宋家峪新农村



世界银行保罗·斯遭持先生考察广灵县水泥厂的地震重

建项目——水泥生产配辩控制室

震后重建的阳高县水泥厂水泥车问和包装车问



阳高县东小村镇尉家小堡村震后新建的。震额学校”t于
1991年9月交付使用，建筑面积为1000多平方米

重建后的阳高县友宰镇大峪口村一角



阳高县丰稔山村的民房建筑

：蓦瓣攀

浑源县东信坊村的村民住宅和道路工程





爿慨

地震发生后。驻雁北、

大同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3200多名官兵迅速赶赴

灾区现场，帮助抢险救灾，

表现了人民子弟兵爱民如

父母的高尚情怀．图为战士

们风餐露宿，在抢睑救灾的

同蘸中小憩的情景．

翻

拦界锻行向雁北地区地震重建家园项目提供了]676万

个特别提款权的软贷款援助．为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和恢复生

产起了积极的作用。图为世界银行保罗·斯道特先生(左3)

在大同县考察灾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1989年10月

18日，大同一阳高

地震使震区村庄遭

受到了严重破坏，

图为太同县西册田

乡堡村遭受地震灾

害后的废墟场景



△中共雁北地委、雁北地区行政公署在大同一阳高地震震中

的大同县西册田乡堡村村南建立的。抗震纪念碑”(碑志见下

页)



序

王 善

’

已巳季秋，壬戌癸卯，火阳浑广，突发地震，霎时，白

光惊天，震声动j也，往IG炊烟袅袅之村庄，顿成废墟；书声

朗朗之校舍，断壁残垣。余震经It，一夕数惊，三万余民舍

毁于一旦，十余万灾民无家可归。渗状狼藉，睹者悲怆。六

棱有知应垂溺，桑干感此亦呜咽。
’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地动山摇，益见得英雄

气概。面对骤然而来的灾难，雁北人民没有垮下，他们从

惊惧Ifl镇定下来，从废墟巾站起来，抖落身上的尘埃，义

咒反顾，抢险救灾，万众一心，自力更生。忍饥饿，冒严寒，

支锅搭窝；舍生死，排万难，昼夜奋战。党员干部，拼搏一

线，为村民，舍亲人于不顾；救伤病，置个人于度外；推此

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

大同一阳高地震牵动了全国亿万人的心。党中央、国

务院致电问讯，慰问团、考察团深入灾区。国际友人、港台

同胞、兄弟省市、驻军部队，雪F|I送炭，运来大量救灾物

资。十余万灾民，无一人啼饥号寒，一年后全部迁入新居，
．】．



与旧社会那种卖儿鬻女，背井离乡的凄惨景象，不可同f1

而语。灾年倍觉社会主义好，灾民益感共产党亲。

而今，新校舍拔地而起，新民居旧貌新颜，值li-i：<<己巳

雁北地震志》问世之际，抚今追昔，感慨系之，是为序。

·2·

辛未仲夏



凡 例

一、书名 1989年山西省雁北地区发生了主震为6．1级的

震群型地震，是年为农历己巳年，故名《己巳雁北地震志》。

二、体例全书以志为主辅以记、传、图、表，录。排列以篇、

章、节、目为序。

三、断限在述历次地震、救灾表彰、重建家园方面则不拘
r

-

泥予己巳年． ，

●

四、 范围 本志记述范围以受灾最重的大同、阳高、浑源、广
^

灵四县为主．
‘

· 五、 志余 1991年发生在老震区的5．8级地震始末收入本

志“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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