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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甸地震灾情回顾 

   

 

2014 年 8 月 3 日 16:30，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北纬 27.1 度，东经 103.3 度）发生 6.5

级地震，震源深度 12 千米，余震 1,335 次。 

2014 年 11 月 23 日国务院颁发的《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提及：“地震主要造

成昭通、曲靖两市的鲁甸、巧家、永善、昭阳、会泽 5 县（区）受灾，灾区面积 15,914 平方公

里，受灾人口达 113.8 万人，其中灾害损失主要集中在鲁甸县龙头山镇和火德红镇、巧家县包谷

垴乡、会泽县纸厂乡等地。据统计，地震共造成 617 人死亡，112 人失踪，3,143 人受伤，31.8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7 万户城乡住房倒损，其中倒塌住房 2.9 万户、严重损坏住房 4.2 万户、一

般损坏住房近 10 万户。” 

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只是一瞬间，然而灾害给当地民众带来的损失和创伤却是持续而深远的，

灾区的恢复重建过程也是漫长和复杂的。鲁甸地震发生两年来，壹基金与当地政府、民众、专家以

及各方合作伙伴携手，顺利完成了紧急救援和过渡安置两个阶段的工作，并积极总结 2008 年

“5•12” 汶川地震、2013 年“4•20”芦山地震的灾后重建经验，在鲁甸震后地区开展了“以减

灾为核心、创建韧性家园”的灾后重建工作，致力于创建一个人人具有减灾意识、家家具有抗震能

力的韧性家园。两年间，已基本完成钢结构抗震农房、抗震减灾学校建设、壹乐园-音乐教室（首

批）等品牌项目，2016-2017 年，还将继续实施安全农家、减灾示范校园、壹乐园-音乐教室（第

二批）、运动汇等项目。 

 

 

图为壹基金援建鲁甸钢结构抗震农房 

http://baike.baidu.com/view/724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65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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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工作框架 
 

壹基金工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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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起行动 紧急救援 

 

云南鲁甸 6.5 级地震发生后 10 分钟，壹基金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第

一时间联合“壹基金救援联盟”“壹基金联合救灾”和“壹基金企业联

合救灾平台”三大网络，通过“提前备灾、联合行动、快速救援”的策略，

实现高效的紧急救援行动。 

 

 

10 分钟 

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8.5 小时 

首支救援队抵达灾区 

13.5 小时 

首批救援物资抵达灾区 

  20 小时 

设立前线救援指挥部 

  23 天 

完成紧急救援工作 

壹基金 

灾害响应机制 

壹基金救援联盟 

壹基金救援联盟，是由具有丰富户外行动和救

援经验的 270 余支志愿救援队组成，成员近 3,000

人，分布在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

2014 年 8 月 3 日至 8 月 8 日的紧急救援行动中，

15 支民间专业救援队共 151 人投入鲁甸地震救

援，全部搜索范围约 50 平方公里，成功转移群众

160 名。 

壹基金联合救灾 

“壹基金联合救灾”是由壹基金推动灾害多发

省区公益机构、媒体、企业和公众等社会力量参与救

灾的平台，采取“提前备灾、联合行动、快速救援”

的策略，为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弱势群体提供物资和

专业服务。在鲁甸地震的联合救援行动中，壹基金联

合救灾网络中 17 名专职救灾人员，协同志愿者

1,800 人次，将超过 1,000 吨的救灾物资送达鲁甸县

和巧家县 6 个乡镇的 40,622 户次受灾群众手中（截

至 2014 年 8 月 26 日 22 时）。 

以
生
命
的
名

 图为志愿者杨起鸿在村干部的协助下为受灾群众发放物资 

   紧张又忙碌的人群中，一个高高瘦瘦，穿着

壹基金志愿者T恤的男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他

是 21 岁的杨起鸿，原本打算和女朋友从宜宾坐

火车去昆明旅游。在火车上得知鲁甸地震的消息

后，他连夜下车来到鲁甸，与壹基金联合救灾伙

伴会合。杨起鸿是云南楚雄人，2008 年楚雄地震

让他家的房子完全损毁。那一年，他刚上高一。 

大二时，杨起鸿罹患白血病，又幸运地被治愈。

这场人生的意外变故让他开始从事公益。杨起鸿

身上，白 T 恤上已是点点泥巴，但蓝色的笑脸标

记一直绽放在胸前。在他身后，源源不断的志愿

者还在这个小广场上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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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起行动  过渡安置 
 

 

针对灾区的特殊需求，壹基金将鲁甸地震过渡安置阶段的工作集中在建立儿童服务站和发放温暖

包两个方面。地震后，壹基金携手公益伙伴，在灾区安置点及乡村设立了壹乐园-儿童服务站，为儿童

提供安全的学习、活动空间，缓解灾害对儿童造成的负面影响。鲁甸属高海拔地区,冬季极为寒冷，地

震后的第一个冬天，壹家人将 15,440 个温暖包送到了灾区孩子的手中，为他们带去温暖、健康和关

怀。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 

 

 

 

 

 

 

 

 

 

 

 

 

  

灾害对儿童的身体和心理往往会产生负面影响，灾后的儿童面临着： 

（1）安全问题：灾区余震频繁，并处于大规模重建阶段，住在灾后安置点的帐篷里，用电用火都存

在不安全因素，儿童的安全无法保障； 

（2）缺少儿童活动的公共空间：在鲁甸地震灾区，村落及学校大都散布在大山中，交通不便，加上

村与村之间又间隔遥远，孩子们没有适宜的场地玩耍和学习； 

（3）父母忙于重建，儿童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在重建过程中，受灾群众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劳动
力，大多无暇照顾孩子。而对于父母外出的灾区留守儿童来说，更是很难得到照料与陪伴，甚至由于家

离学校远、步行需数小时。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通过建立以社区为本的儿童服务体系，探索重大灾害中儿童保护与服务的模

式，同时提升民间公益组织服务灾区儿童的专业能力。通过儿童服务站工作人员设计、开展的结构化活

动，缓解灾害对儿童身心造成的负面影响，增强儿童应对灾害的韧性，同时提高整个社区对儿童安全、

福利和儿童保护的关注。 

2014 年 9 月初，壹基金“壹乐园-儿童服务站”

在鲁甸震后灾区正式启动，通过与全国 17 家民间组织

合作，在灾区建立并运行了 20 个壹乐园-儿童服务站

（服务时间为 7 个月，至 2015 年 3 月结束），覆盖鲁

甸县、巧家县受地震影响的 20 个社区/学校。此外，针

对灾区有数量较多的留守儿童和孤儿这一现状，在已有

的 20 个站点中，选出 6 个站点开展了为期 4 个月的

“灾区留守儿童陪伴”专项服务，将原有的壹乐园儿童

服务拓展到儿童所在的家庭和社区，探索联动社区资

源，为受灾害影响的儿童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回应儿童

安全成长的需求。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20 个壹乐园-儿童服务

站共为鲁甸灾区的 13,713 名儿童提供了 105,925 人

次的服务，其中 6 个开展专项服务的站点伙伴共走访

超过 30 个社区，为近 300 名留守儿童提供了 2,000 多

人次的服务。 

图为儿童服务站的孩子展示画作 

图为儿童服务站的孩子展示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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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起行动  过渡安置 
 

壹基金温暖包 

 

 

 

 

 

 
  

左边的这个 17 岁少年叫马鹏，住在鲁甸龙头山镇。

家里的房子在地震中垮了，他和家人住在帐篷里。同时

他也是村里的志愿者，这天他和同学们一块来备灾仓库

分装温暖包，把一个个空箱子装得满满当当。 

“参加志愿者活动，就表示我能够做点事情，也让

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能出点力会安心一点。”马鹏腼

腆地说。 

鲁甸的冬天寒风刺骨，但因为有可爱的志愿者们，

这个冬天变得不一样。 

鲁甸属高海拔地区,冬季极为寒冷。壹基金温暖包希望通过提供保暖衣物、学习用品、冻疮膏和

温暖的袋鼠布偶，为孩子们送去“从身到心、由外而内”的温暖和陪伴。2014 年的冬天是鲁甸地

震灾区迎来的第一个冬天，针对冬季鲁甸的情况， 温暖包内配备了 12 件物品，分别是棉衣、雪地

靴、棉帽、围巾、手套、棉袜、冻疮膏、袋鼠公仔、绘画套装、减防灾读本、书包和纸箱。11 月

14 日,温暖包开始在鲁甸震后地区发放。在随后的一周内，鲁甸县、巧家县 14 个乡镇 48 个学校的

15,440 个孩子收到了温暖包，帮助他们温暖度过灾后的第一个冬天。 

有壹家人的地方 
就有温暖在 

图为壹基金志愿者马鹏 

2014 年 11 月 15 日，“中国好声

音”学员毕夏来到鲁甸，参与壹基金温

暖包的发放启动仪式。她说：“我出生

在北方，冬天很寒冷，特别能理解受冻

的感觉，希望这些温暖包和这么多有爱

心的人能陪伴鲁甸灾区的小朋友一起

过个温暖的冬天。” 

图为“中国好声音”学员毕夏参与发放壹基金温暖包 



 
 

 

6 
 

壹起行动  灾后重建 
 

    鲁甸地震灾区位于西鱼河-昭通断裂带，未来仍面临潜在的强地震威胁。鲁甸地震灾区山高谷深，

次生灾害隐患多，本地社区脆弱性高，防灾能力薄弱。因此，提高社区自身的防灾减灾意识、知识和

能力，成为灾后重建最基本的需求。在鲁甸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中，壹基金经过实地评估，充分借鉴

芦山地震“以减灾为核心、创建韧性家园”的灾后重建经验，通过与政府、社会组织、专家和民众通

力合作，已开展钢结构抗震农房、抗震减灾学校建设、壹乐园—音乐教室（首批）项目，并计划实施

安全农家、减灾示范校园、壹乐园—音乐教室（第二批）、运动汇等项目，以期为灾区民众创建更加

安全的家园。 

截至鲁甸地震两周年前夕，壹基金在鲁甸的灾后重建工作顺利进行。截至 2016 年 7 月，计划援

建的 734 户钢结构抗震农房，2 所小学，10 间音乐教室已经基本完成。 

 

灾后重建项目点分布 

县 乡镇 已实施 计划实施 

鲁甸县 

龙头山镇 
396 户钢结构抗震农房，1 所抗震减灾学校，    

4 间音乐教室  

在灾区实施减灾示范校园、安

全农家、壹乐园-音乐教室及

运动汇等项目 

火德红镇 
1 所抗震减灾学校，5 户钢结构抗震农房，      

2 间音乐教室 

水磨乡 2 间音乐教室 

乐红乡 1 间音乐教室 

小寨镇 1 间音乐教室 

巧家县 包谷垴乡 43 户钢结构抗震农房 

会泽县 
金钟街道办 257 户钢结构抗震农房 

纸厂乡 33 户钢结构抗震农房 

 与鲁甸县教育局签订意向协议，援建鲁甸县龙头山镇光明小学、火德红镇鹊落小

学的抗震减灾学校建设 

 与灾区各个项目县的乡政府签订鲁甸灾区钢结构抗震农房援建的框架合作协议 

 
巧家县包谷垴乡园塘子安置点钢结构抗震农房率先竣工                            

鲁甸县龙头山镇光明小学教学楼正式投入使用 

 鲁甸县龙头山镇光明小学音乐教室建造完毕 

 鲁甸县火德红镇鹊落小学教学楼落成投入使用 

 鲁甸县 401 户、巧家县 43 户、会泽县 290 户钢结构抗震农房全部完成 

2014 年 11 月 

2014 年 8-9 月 

2015 年 5 月 

2015 年 3 月 

2016 年 3 月 

201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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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起行动  灾后重建 
 

抗震减灾示范社区—钢结构抗震农房 

 

 

 

 

 

 

 

 

 

在鲁甸地震发生以前，当地农房以土木结构为主，土墙承重的结构形式无法满足抗震需求的基

本构造要求，加上砌筑墙体的黏结材料强度差，房屋整体抗震能力极低。钢结构农房以“钢架”为

房屋骨架，结合本地附属建材，具有高抗震、易施工、工期短的特点，特别适合震区的农房建设。 

在鲁甸灾区，壹基金探索实施了钢结构抗震农房的援建，与当地民政部门、乡政府和公益机构

合作，积极探索实施集中点重建、散户自建的重建模式。截止 2016 年 7 月，已经参与援建完成 734

户，其中鲁甸县龙头山镇 396 户，鲁甸县火德红镇 5 户，巧家县包谷垴乡 43 户，会泽县 290 户，

共有 2,612 人直接受益。壹基金选择援建钢结构抗震农房，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图为壹基金援建鲁甸县龙头山镇

沙坝村钢结构抗震农房安置点 

图为壹基金援建会泽县以礼安置点钢结构抗震农房

安置点 

同等抗震性能

下，成本更低，

接近钢混结构建

筑成本 

 

市场相对成熟，可

选企业和技术更多 

能通过农户自建

的方式保障农户

参与并承担责任

和义务 

建设周期短，利

于农户快速建成

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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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起行动  灾后重建 
 

 

抗震减灾示范社区—安全农家 

 

在灾后重建中，壹基金计划针对社区减灾能力薄弱问题，以“人人公益”为核心理念，通过组建

社区志愿者救援队，完善社区灾害应急预案，配备防灾减灾设施设备、救援物资及应急标识系统，开

发社区减灾手册，开展以社区为本的减灾宣传、培训、演练活动，提升“农户-小组-村庄”三位一体

的自救互救能力，同时开展社区避难场所建设，以更好地应对未来潜在的灾害。 

社区是灾害风险的承受主体，也是灾后救援行动的第一责任人。以社区为本的减灾行动能够合理

有效地利用社区资源，产生更多有创意的备灾和减灾措施；社区居民的参与和自助互助也能够提升其

归属感，有利于树立个人对家庭和社区的信心，进而整体提升社区的防灾减灾能力。2016-2017 年，

壹基金计划在鲁甸震后灾区的 14 个社区实施安全农家项目。 

 

 

 

 

 

 

 

 

 

 

 

        

 

 

 

 

图为安全农家项目框架 

应急预案

志愿者救援队

宣传/培训/

演练

社区减灾中心

物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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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减灾示范校园—抗震减灾学校建设 

 

 

 

 

 

 

 

 

 

 

 

 

校园，不应是钢筋水泥堆砌的简单楼房，而应承载更多促进儿童全面发展和社区链接的功能。

在灾难发生时，校园还要作为最坚固的民用设施，为儿童和受灾群众提供庇护。在鲁甸灾后重建中，

壹基金邀请中国台湾知名设计师结合鲁甸当地的实际情况，设计、建造出以儿童为本的学校。 

2014 年 8 月 24 日，壹基金与鲁甸县教育局签订了援建鲁甸县龙头山镇光明小学的意向协议， 

9 月 12 日，签订了援建鲁甸县火德红镇鹊落小学的意向协议。其中光明小学学生 1,004 人，教师 28

人；鹊落小学学生 486 人，教师 17 人。 

壹基金援建鲁甸灾区两所学校的特点如下： 

一、抗震减灾示范：鲁甸县龙头山镇光明小学采用新型“H 型钢结构”框架模式，提升校舍抗

震性，灾时保障师生生命安全，建立地震断裂带上“钢结构”学校建设与社区建设的示范点 

 

二、新教育示范：鲁甸县火德红镇鹊落小学，委托中国台湾著名建筑设计师，即借鉴台湾“新校

园运动”设计理念，结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创设多样有趣环境，使之更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同时又将建筑抗震设防烈度标准提高一度，使抗震设防烈度达到 8 度，提升了校舍的抗震性能。 

图为壹基金援建的光明小学 图为壹基金援建的鹊落小学 

2014 年 11
月 

开始动工 投入使用 

开始规划设计 开始动工 

2015 年 3 月 2015 年 9 月 

教学楼完工投入使用 

鲁甸县龙头山镇 
光明小学 

鲁甸县火德红镇 
鹊落小学 

钢结构技术 

 钢筋混凝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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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减灾示范校园—减灾示范校园 
 

根据《鲁甸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要在“中小学开展防灾知识教育”，“制定防灾减灾

应急预案，开展防灾培训和应急演练，增强全民自防自救和互救能力”。壹基金计划在鲁甸灾区 10

所学校开展“减灾示范校园”项目，以提升学校师生应对灾害的综合能力。 

“减灾示范校园”项目模式源于芦山地震灾区的实践经验，重点从四个方面提升学校师生应对灾

害的能力：分别针对校长、骨干教师和班主任开展系列培训，使之成为学校减灾教育与应急管理的主

力；按照情景化和参与式的教育理念，开展系统的安全教育课程，提升儿童的安全意识和能力；通过

配备校园应急物资，建设校园应急标识系统，排查处理校园风险，开展科学的应急疏散演练，提升学

校的风险管理与应急处理能力；通过开展主题活动、安全知识宣传等活动，将安全教育与丰富多彩的

校园活动相结合，建设校园安全文化。 

通过开展减灾示范校园项目，让学校成为当地防灾减灾的示范基地，辐射和影响更多学校，更多

家庭重视和参与防灾减灾工作。 

 

 

 

 

                   

图为减灾示范校园项目框架 

•校园减灾主题活动

•安全知识彩绘墙

•安全教育车进校园

•校园风险排查

•应急演练/应急标识

•配备校园应急物资

•开展安全教育课程（1-6
年级）

•儿童应急包/笔记本

•儿童安全委员会建设

•校长培训

•骨干教师培训

•班主任培训

教师能

力建设

儿童安

全教育

校园安

全文化

校园风

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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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乐园公益计划以社区和儿童参与为本，包含儿童服务站、音乐教室和运动汇三个子项目。儿童

服务站通过支持民间公益组织在灾后地区建立儿童友好空间，为儿童提供心理支持、安全和健康教育，

陪伴儿童度过灾后的过渡安置期。音乐教室和运动汇项目通过游戏互动的方式，促进农村学校音乐体

育教育发展，减轻灾害对儿童造成的心理影响并帮助他们在快乐中发展潜能。 

壹乐园—音乐教室 

 

 
   
 

 

 

 

 

 

 

 

 

 
 

 

 

 

 

 

 

 

图为鲁甸县龙头山镇光明小学的孩子在音乐教室上音乐课 

 

 

壹乐园-音乐教室的室内改造充分利用多面空间，实现绘画墙、乐器墙、游戏地板和色彩吊顶等

建设，通过多感官、多元素的刺激，将艺术教育融入生活。 同时，项目开发音乐培训内容，推动学

校优质音乐教育活动开展，调动儿童多感官发展，注重儿童在其中的参与感和创造力的激发，关注

音乐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以及音乐教育与地域文化的联结。 

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于 2015 年 1 月开始启动，截至 2016 年 7 月，已在鲁甸县龙头山镇、火

德红镇、乐红乡等 5 个受灾乡镇的 10 所学校建设完成 10 间壹乐园音乐教室，已有 10,009 名儿童

受益；并对 10 所学校的 13 名音乐教师开展了专业教学培训，从而帮助项目学校的儿童减轻灾害影

响，获得更高质量的音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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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起行动  灾后重建 
 

 壹乐园—运动汇 

壹乐园-运动汇项目通过安装专为小学低龄儿童设计的游乐设施和为高龄儿童设计的多功能运

动场，为儿童的游戏活动创造条件。同时，项目开发运动游戏内容，推动学校优质体育活动的开展，

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提升学生信心和抗挫折能力，加强他们的沟通能力和团队观念，通过体育活动

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2016-2017 年，壹基金计划在鲁甸震后地区实施壹乐园-运动汇项目，为学校提供标准篮球场的

拼装地板与体育器材包，同时为学校体育教师开展培训，从而有效提升学校的体育教育质量，减轻灾

害影响，促进儿童潜能发展。  

 

 

 

 

 

 

 

                              

 

图为壹乐园-运动汇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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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甸故事 
 

 

 

有了家，就有了希望 
 

   “房子建好了，有了安定的家，现在我考虑的就是怎么能找到活计，增加收入。”42 岁的吴庆坤

说。吴庆坤家住巧家县包谷垴乡新坪村腰棚子社。我们联系到他时正值 7 月，老吴正带着媳妇、上初

中的儿子在山上摘花椒。“家里种了七八十棵花椒树，一年能有两万元，家里（收入）主要就靠这个

了。”老吴说。 

老吴家一共 5 口人，夫妇俩，一对儿女和 80 多岁的老母亲。地震中，家里原有的土坯房全部倒

塌，他不得不带着一家老小住在帐篷里，一住就将近一年。“总不能一直让老母亲住帐篷嘛。”2015

年初，壹基金派驻工作人员到巧家县包谷垴乡援建钢结构抗震农房，愿意参与钢结构农房建设的农户，

政府会给受灾重建农户一定的资金补贴，壹基金也会援建部分资金。“壹基金的工作人员带我们去龙

头山镇参观了新建成的钢结构农房，我考虑到，一是钢结构房的抗震性能好，适合我们当地的条件，

二是住进去冬暖夏凉，我很快就决定了。” 

    从确定建钢结构抗震农房，到

竖钢架，再到请施工队砌墙、后期装

修， 2015 年年底，新房终于在废墟

原址上拔地而起，共有上下两层，分

为五间卧室、一间客厅和一间厨房。

老吴一家终于在农历猴年春节前搬

进了新居。“现在家里就算来了客人

也能住得下了。”同时，他又在新房

旁边建了一间小平房，专门用来晒

花椒。 

    新房建好了，一家人终于告别

住帐篷和去亲友家借宿的日子，老

吴“心里安定了很多”，开始好好考

虑后面的生活。目前，为了儿女能得

到更好的教育，老吴的媳妇一个人带着两个

孩子在昭通生活，老吴和母亲留在腰棚子社，

照料花椒树，他还时常打些零工。“过节、放假，他们都回来。”老吴说，下一步，他也在考虑带着

老母亲到昭通去，“那边机会多些，能多找点活计，也能一家团圆。” 

  

                                  
 

 

图为老吴的妻子（中）、儿子和老母亲在钢结构新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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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甸故事  
 

鹊飞展翅 落落有大志 
 

鹊落，一个美丽的名字。鹊落小学座落在鲁甸县火德红镇鹊落村，是一所村级小学，拥有 486 名

学生和 18 名教师。在 2014 年的鲁甸地震中，学校教学楼受损严重。地震后，壹基金与鲁甸县教育

局达成协议，资助建设鹊落小学新教学楼、学生宿舍楼、教师宿舍楼和附属幼儿园，并专门邀请来自

中国台湾的知名设计师进行设计。学校建设于 2015 年 3 月动工，2015 年 9 月 1 日，新教学楼正式

投入使用。目前，学生宿舍楼、教师宿舍楼和幼儿园也已竣工，待验收后将投入使用。 

在鲁甸地震中，鹊落小学只有三名学生

受了轻伤。顾校长说，学校自 2012 年开始，

每个月都会定期开展灾害应急演练。顾校长

是鲁甸本地人，他清楚地记得，鲁甸地区在

1974 年、1994 年、2004 年都发生过震级

较低的地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安全

教育是不能放松的。”直到现在，新学期开

学时各班都必须上交一份详实的安全课教

案，围绕地震、雷电、山洪、山体滑坡、泥

石流等本地常见的自然灾害进行讲解。 

“学生和老师对新教学楼都比较满意。”顾校长说，新教学楼在设计上充分考虑到小学阶段儿童

的特点，处处体现“儿童第一”的原则。比如，教学楼只有三层，低年级的孩子也能轻松上下楼；走

廊两侧是不同的教室，而走廊比老教学楼宽了近一米，即使在紧急疏散情况下，也能保证孩子们顺利、

有序地通过走廊跑到楼下。 

马丽老师是学校四年级一班的语文老

师，她对新教室的细节设计印象深刻：“除

了有黑板的一面墙外，教室的其他三面墙

都安装了窗户，每个教室都有前后两扇门，

夏天天气炎热，打开窗户可以很好地通风

换气，也有利于光照，非常环保，而两扇

门也非常方便孩子们进出。” 

作为语文老师，马丽老师最关心学生

的阅读情况：“孩子们的家庭经济条件都很一般，

很少能买大量的课外读物，除了课本上的内容，他们平时的阅读面相对较窄。”新教室里专门预留了

读书角的位置，马丽老师说：“希望图书角能尽快用起来，这样孩子们就有更多的课外读物了！” 

对于尚未投入使用的学生宿舍楼和教师宿舍楼，顾校长和马丽老师都非常期待。顾校长说，一些

学生家住在十多公里外的大山深处，上下学单程需要步行两个半小时。新学生宿舍楼有 400 多平米，

可以容纳 200 人住宿，这样，家远的孩子就有了安全保障。而教师宿舍启用后，每天不得不往返于学

校和鲁甸县城的老师们就可以免去奔波之苦。 

图片均为壹基金援建的鹊落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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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乡村孩子打开一扇音乐之窗 
 

“与大城市的孩子比，鲁甸孩子的生活相对闭塞，孩子们真的非常需要音乐课，每次到专门的音

乐教室去上音乐课，他们都开心得不得了。音乐课为他们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昭通学院音乐师

范专业的刘娟老师说。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7 月，刘娟作为志愿者，在鲁甸县龙头山镇光明小学支教一年，担任

学校 1-5 年级的专职音乐教师。“我来了以后才知道，学校没有专职的音乐老师，平时的音乐课都

由其他任课老师代课，孩子们也没有上过正规的音乐课。”刘老师说：“但是，也有惊喜——学校

有一间非常棒的音乐教室，简直比一些城市学校的还要好！这下好了，我要好好利用音乐教室，让

孩子们上好音乐课！” 

“音乐教室配备了电子钢琴和投影仪等设备，我可以一边弹琴一边教孩子们唱歌，还可以通过投

影给孩子讲解音乐知识。” 除了教学设备，音乐教室里还配备了 24 种常见的乐器，包括串铃、三

角铁、刮胡、沙锤、手鼓等。“我会向孩子们介绍这些乐器，打击或者吹奏这些乐器，让每个孩子

聆听到不同乐器发出的美妙的声音。孩子们听得特别入迷，他们对各种不同的乐器最有兴趣。”刘

老师说。 

在刘老师看来，孩子们喜爱音乐

教室，是因为从装修到布置的每个细

节都从孩子的角度出发，考虑到他们

的感受，所以每当来到音乐教室，他

们都能开心、放松地享受音乐带来的

快乐。“音乐教室的整体设计颜色非

常鲜明，一进去就感觉来到了一个全

新的艺术世界，地上铺着木地板，没

有采用普通的课桌椅，而是配备了色

彩鲜艳的方形多功能凳，既可以坐，

也可以当作乐器拍出节奏，旁边的乐

器柜里摆满了各种乐器。”  

谈到音乐对孩子的影响，刘老

师深有感触。她还记得 2015 年秋季

开学时，她发现一个二年级的小姑娘总是孤零零的，无论学习还是游戏，总是一个人。刘老师一问

才知道，小姑娘的爸爸在地震中不幸丧生，妈妈的眼睛也受了重伤。“后来，我上音乐课的时候就

特别关照她，鼓励她多参与，今年六一儿童节学校排演节目，我还邀请她与我一起跳舞。”经过近

一年的努力，小姑娘比以前开朗了很多，和同学们也成了好朋友。 

 

 

图为 2016 年六一儿童节，刘娟老师带着孩子们在音乐教室彩排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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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甸故事  
 

 
一定要让村民住上结实的房子！ 
 

“我打内心里希望，能够尽己所能为这些淳朴善良的村民做些什么。” 

    2014 年 8 月 4 日，鲁甸地震的第二天，高勇作为壹基金伙伴机构成员，从四川西昌来到云南

鲁甸，先后参与了紧急救援、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的工作，在鲁甸工作了整整两年。两年里，他与

伙伴们共动员 421 人次志愿者参与救灾，在灾后重建期间，他行走于鲁甸县龙头山镇、巧家县包谷

垴乡、会泽县纸厂乡的 21 个村落间，走访了近 5,000 户受灾农户，参与动员 734 户修建了钢结构

抗震农房。 

    鲁甸地区山高谷深，为了挨家挨户统计信息、一次又一次上门沟通，高勇不知道走了多少山

路。有一次，高勇不小心丢失了代步的摩托车，可他仍然徒步走家串户，完成了当天需要统计的数

据。地震灾区的条件非常艰苦，一些伙伴离开了鲁甸，但他始终没有放弃。问他为什么，他说：

“一个月的紧急救援工作中，我被这里善良淳朴的民风深深感染了，我很希望和这里的人们待在一

起，尽我所能做些什么，我才能心安吧！”  

因为经常下乡，宿舍更像是一间旅社。

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取暖器，就已经是

全部家当。更多的时候，高勇会住在当地的

老乡家里。对村民们来说，一直热心帮助他

们的高勇其实早已经是朋友、亲人，只要到

村子里面调研，一路都是邀请他去家里吃饭

喝茶的老乡。同事们也经常打趣说，高勇就

像是在村里“走红毯”。 

    长期在鲁甸参与灾后重建工作，高勇说

他最感激的是家人的支持。对这个新爸爸来

说，女儿这两年就是在手机里渐渐长大的。

“今年唯一一次泪流满面，是女儿在视频聊

天里突然叫我爸爸。这两年里我每次回家都

要过好几天孩子才能熟悉我，没想到其实她

一直记得。”父母与妻子的支持，是高勇能够

一直坚持在前线、帮助更多的灾区村民重建家园的

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灾后重建是极为艰苦的事，不可能一帆风顺。高勇在鲁甸的两年间也经历了不少困难。

其中，重建过程中包谷垴乡新坪村下米社和腰棚子社，最初老乡对他的误解与质疑，让他印象最深。

“被误解了就解释，一遍如果不行，就解释两遍，再不行，就用行动来证明！”现在回忆起那段甚至让

他对自己选择公益这条道路都产生质疑的时光，高勇很庆幸自己最终坚持了下来：“房子都成功盖起

来了，他们都搬进了结实、抗震的新家。还好当时没有逃避，否则不光对不起自己，还辜负了这些老

乡！”

图为高勇（左二）在工作中 



 

17 
 

捐赠及善款使用  

 

 
捐赠收入及支出情况 

2014 年 8 月 3 日 16:30，鲁甸发生 6.5 级地震，地震发生 10 分钟以后，壹基金启动响应机制，

同时社会爱心人士和企业也纷纷通过壹基金各个捐赠平台为灾区献出一己之力。 

地震发生后，壹基金即刻紧急联动并得到腾讯公益、阿里巴巴公益、蚂蚁金服公益、新浪微公益、

大众点评网、快钱、易宝支付、京东等的大力支持，以最快的时间开通了公众专项捐赠通道。“壹基

金企业联合救灾平台”的多家伙伴也在第一时间响应，提供物流、物资等服务保证救援行动迅速开展。

它们分别是：腾讯、可口可乐中国、沃尔玛中国、宝洁集团、招商物流。另外，众多爱心企业和公众

也积极响应，通过各种形式的志愿行动参与到救援行动中来。 

截至2016 年 6 月 30 日，捐赠收入总额为 58,167,372.34 元，其中货币捐赠收入为 55,265,149.49

元，实物捐赠收入为 2,902,222.85 元。已发生救援捐赠支出 37,606,239.58 元，其中直接用于受助

人的款物 37,398,932.53 元，为开展公益项目发生的差旅费用 207,307.05 元。捐赠收入余额为

20,561,132.76 元，将继续按规划投入到后续重建工作中。 

 

鲁甸地震救援行动阶段性捐赠收入和支出情况表 

（2014 年 8 月 3 日-2016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捐赠收入 

     货币捐赠收入 55,265,149.49 

     实物捐赠收入 2,902,222.85 

捐赠收入合计 58,167,372.34 

捐赠支出 

直接用于受助人的款物 

     货币资金采购支出 14,290,789.00 

     物资捐赠支出 2,902,222.85 

     支付合作伙伴支出 20,205,920.68 

   小   计 37,398,932.53 

为开展公益项目发生的差旅费用 207,307.05 

捐赠支出合计 37,606,239.58 

捐赠收入余额 20,561,1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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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及善款使用  

 

鲁甸地震资金使用总体规划                                                                                    
单位：人民币元 

支出名称 领    域 项    目 原规划资金 调整规划资金 

一、直接
用于受助
人的款物 

紧急救援 鲁甸地震紧急搜救及救灾物资援助项目 12,830,000.00  12,772,081.45  

过渡安置 
鲁甸地震灾区温暖包项目 5,475,000.00  5,308,272.00  

鲁甸地震灾区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 2,800,000.00      2,463,003.40  

灾后重建 

壹乐园（音乐教室、运动汇）项目 1,000,000.00  7,044,185.49  

鲁甸地震灾区钢结构抗震农房项目-  
鲁甸灾区钢结构抗震农房 

7,780,000.00  8,391,800.00  

鲁甸地震灾区钢结构抗震农房项目-  
会泽以礼社区活动中心 

800,000.00  800,000.00  

鲁甸地震灾区抗震减灾学校建设项目-
光明小学 

10,000,000.00  10,006,500.00  

鲁甸地震灾区抗震减灾学校建设项目-
鹊落小学 

8,600,000.00  8,600,000.00  

鲁甸地震灾区抗震减灾学校建设项目-
乡村幼儿园建设 

7,355,000.00        0.00 

安全农家项目 -    1,431,530.00 

减灾示范校园项目 -    1,000,000.00  

小   计   56,640,000.00  57,817,372.34  

二、为开展公益项目发生的差旅费用 350,000.00  350,000.00  

总   计   56,990,000.00 58,167,372.34         

注：因紧急救援、过渡安置阶段项目实施结余部分资金以及鲁甸县乡镇中心幼儿园重建规划调整，统一将规划

结余资金调整为安全农家项目、减灾示范校园项目和壹乐园项目。 

 

 

壹基金鲁甸地震救灾资金年度使用计划 

民政部《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民发【2012】124 号）第（六）

条规定：“对于指定用于救助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受赠财产，用于应急的应当在应急期结束前使

用完毕，用于灾后重建的应当在重建期结束前使用完毕。”壹基金按照捐赠人意愿，将捐赠资金分

别使用在紧急救援、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三个阶段，计划于 2017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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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及善款使用 
 

 

单位：人民币元 

支出 

名称 
领域 项    目 

资金年度支出计划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一、直

接用于

受助人

的款物 

紧急

救援 

鲁甸地震紧急搜救 
及救灾物资援助项目 

12,575,126.85  196,954.60  -    -  

过渡

安置 

鲁甸地震灾区温暖包项目  5,308,272.00   -   -  -   

鲁甸地震灾区 
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 

2,104,993.00  358,010.40   -  -   

灾后

重建 

壹乐园 
（音乐教室、运动汇）项目 

168,318.72  303,285.44  3,400,817.92  3,171,763.41  

鲁甸地震灾区钢结构抗震农
房项目- 
鲁甸灾区钢结构抗震农房 

-   6,307,300.00  2,084,500.00   -  

鲁甸地震灾区钢结构抗震农
房项目- 
会泽以礼社区活动中心 

 -  -   640,000.00  160,000.00  

鲁甸地震灾区抗震减灾学校
建设项目-光明小学 

 -  5,006,500.00  4,000,000.00  1,000,000.00  

鲁甸地震灾区抗震减灾学校
建设项目-鹊落小学 

 -  4,400,794.80  3,399,205.20  800,000.00  

鲁甸地震灾区抗震减灾学校
建设项目-乡村幼儿园建设 

     -   -  -   -   

安全农家项目  -  -     600,000.00     831,530.00  

减灾示范校园项目  -   -  500,000.00  500,000.00  

小  计   20,156,710.57  16,572,845.24  14,624,523.12  6,463,293.41  

二、为开展公益项目发生的差旅费用     90,183.15     108,961.90      60,000.00  90,854.95  

总  计   20,246,893.72  16,681,807.14  14,684,523.12  6,554,148.36  

 

累计项目支出（2014 年 8 月 3 日-2016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支出名称 领    域 项    目 支出金额 

一、直接用于

受助人的款物 

紧急救援 鲁甸地震紧急搜救及救灾物资援助项目 12,772,081.45 

过渡安置 
鲁甸地震灾区温暖包项目 5,308,272.00 

鲁甸地震灾区壹乐园儿童服务站项目 2,463,003.40 

灾后重建 

鲁甸地震灾区钢结构抗震农房项目-鲁甸灾区钢结构抗震农房 6,757,929.00 

鲁甸地震灾区抗震减灾学校建设项目-光明小学 5,006,500.00 

鲁甸地震灾区抗震减灾学校建设项目-鹊落小学 4,518,724.60 

鲁甸地震灾区壹乐园音乐教室项目 572,422.08 

  小  计 37,398,932.53 

二、为开展公益项目发生的差旅费用 207,307.05 

    总  计 37,606,2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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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及善款使用 
 

 

 

捐赠人探访 

2015 年 8 月 3 日，云南鲁甸地震一周年之际，壹基金公益映像节推广大使、著名青年演员白百

何与可口可乐中国、京东集团的企业志愿者，以及壹基金“为爱同行”的捐赠人代表一起走访鲁甸地

震灾区，探访灾后重建农户，了解灾后重建情况，并与孩子们一起做游戏，为他们放映电影。 

 

 

 

 

 

 

 

 

 

 

 

 

 

 

 

 

 

 

 

 

 

 

 

 

 

 

 

 

 

 

 

 

 

 

 

图为白百何和志愿者们与鲁甸县龙头山镇光明小学的孩子们在

壹基金援建的音乐教室里开展活动 

图为白百何和志愿者们为鲁甸的孩子放映流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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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审计报告 
 

 

 

关于鲁甸地震救援行动阶段性捐赠收入和支出的专项审计报告 

2014 年 8 月 3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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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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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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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审计报告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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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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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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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壹家人     

 
鲁甸地震五万元及以上捐赠人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曾志标 

贾渝屏 

林晶晶 

黄磊及家人 

周钟炎与范丽卿 

维他人 

桑杰 

浙江卫视 

上海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宝洁（中国）营销有限公司 

摩托罗拉系统基金会 

 北京普林赛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汉海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凯旋先驱公共关系顾问（上海）有限公司 

拜耳（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五月花环境设计装饰有限公司 

和美酒店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梦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威派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雷霆互动网络有限公司 

上海华勤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慈善会 

迅光年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刘诗诗影视文化工作室 

东阳横店霍建华影视文化工作室 

玖远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久保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久保田建机(上海)有限公司 

久保田发动机(上海)有限公司 

久保田（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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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壹家人 
 

 

 

Interush Media LLC 

爱信精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锦州希尔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中业昌泰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市汉京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森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煜骐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众旺易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理财范 

上海华夏邓白氏商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杭州米络科技有限公司 

优尼冲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唐人影视有限公司 

newbee 电子竞技俱乐部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水彩 

江苏大圆银泰商品合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辽宁巨合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海事局 

北京很久以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可口可乐饮料（上海）有限公司 

义务黄埔会 

深圳市万网博通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市纪念日服饰店 

融通汇信投资管理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国艾堂中医研究院 

广州安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硕茂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长安美泰玩具二厂全体员工 

汉海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好得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信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一和儿童礼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准分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缪氏饮食管理有限公司 

希而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理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佛山市伟顺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大卡司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洛阳耀辰置业有限公司 



 

29 
 

鸣谢壹家人 
  

 

救援联盟伙伴-救援队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云南火峰救援队 

四川省山地救援总队 

四川武圣救援队 

泸州山地救援队 

南充山地救援队 

邯郸市户外救援队 

北京绿野救援队 

贵州省青年志愿者应急救援总队 

河南户外救援总队 

浙江宁波市四明户外应急救援队 

深圳山地救援队 

山西天龙救援队 

海南三亚地震应急救援队 

武汉云豹救援队 

武汉生命阳光救援队 

新疆山友救援队 

厦门北极星救援队 

重庆华岩文教基金会紧急救援队 

联合救灾伙伴-参与联合救灾行动伙伴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云南省青基会益行工作组 

云南文山微光公益 

贵阳市众益志愿者服务发展中心 

贵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协会 

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西安市未央区环保志愿者协会 

甘肃伊山伊水环境与社会发展中心 

南昌益心益意公益服务中心 

长沙善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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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壹家人 
 

 

辽宁利州扶贫发展中心 

宁夏青年社会创新发展中心 

贵州盘县社会义工联合会 

陕西兴平市城市救援队 

鲁甸青年创业商会志愿者团队 

云南省应急救援科学技术学会 

云南自驾 e 族 

云南协力公益支持中心 

越野 e 族云南大队 

昭通市环保志愿者协会 

成都高新区艾特公益服务中心 

四川省半坡公益志愿服务中心 

攀枝花义工联合会 

攀枝花花城义工协会 

西昌阳光公益 

凉山州生辉残疾人互助服务中心 

鲁甸泉心青少年社会服务发展中心 

广东英德亮石志愿者协会 

广东韶关市海邻社会服务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树青年社工发展协会 

重庆綦江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萍乡市湘东区志愿者协会 

鲁甸县第一中学志愿者团队 

鲁甸县第二中学志愿者团队 

鲁甸县文屏镇中学志愿者团队 

鲁甸县职业中学志愿者团队 

鲁甸县茨院乡中学志愿者团队 

鲁甸县大学生村官志愿者队 

过渡安置及灾后重建伙伴（排名不分先后） 

鲁甸县民政局 

鲁甸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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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壹家人 
 

 

鲁甸县龙头山镇人民政府 

巧家县民政局 

巧家县包谷垴乡人民政府 

会泽县民政局 

会泽县金钟街道办事处 

会泽县纸厂乡人民政府 

云南建工第二设计院 

鲁甸县龙头山镇光明小学 

鲁甸县火德红镇鹊落小学 

北川羌族自治县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高新区艾特公益服务中心 

成都市福溢社区文化交流中心 

成都市田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成都市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爱心家园 

救助儿童会 

凉山汉达社工服务中心 

龙泉驿区新市民志愿者协会 

鲁甸泉心青少年社会服务中心 

攀枝花市义工联合会 

盘县社会义工联合会 

陕西仁爱儿童援助中心 

为乐志愿服务与研究中心 

文山市第八天书吧 

西安市新城区泽众社区公益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西昌阳光公益 

徐岩奇建筑师事务所（台湾） 

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 

云南省社会心理学会 

云南省携手困难群体创业服务中心 

云南振滇社会组织发展研究院 

昭通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 

昭通市曈博公益协会 

镇雄县云福乡村促进会 

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树青年社工发展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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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壹家人 
 

 

 

时光飞逝，转眼间，鲁甸地震已经过去整整两年。在过去的 700 多个日夜里，壹基

金壹家人始终与灾区群众在一起，历经紧急救援、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三个阶段，也有

幸见证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令人欣喜的改变。我们看到，地震中家园被毁的人们用

勤劳的双手筑起了坚固抗震的新家园，生活有了奔头儿；孩子们走进了结实又漂亮的新

校舍，开心读书、游戏，社区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更有信心和经验，人人具有减灾意识，

家家具有抗震能力的韧性家园正在建立。阶段性的进展与成果凝聚着灾区群众、政府合

作伙伴、公益伙伴和壹基金工作人员的心血和汗水，也回应着每一位捐赠人的爱心和期

盼。 

作为聚焦灾害管理的公益机构，如何在有效服务鲁甸灾区的同时为其他灾害频发地

区提供更好的经验，如何更有效地帮助灾害频发地区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灾害，这是壹

基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过去两年来，我们一直步履坚定地努力着，但两年并不是我们

工作的终点，我们更深知要做的还有很多。而每一位家人的信任和支持就是我们继续工

作的最坚实的支持和最鼓舞人心的动力！ 

我们真诚感谢所有捐赠人、志愿者、公益合作伙伴、专业合作伙伴以及媒体伙伴的

一路相伴。重建之路仍然任重道远。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更加努力。 

壹家人，感谢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