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占东

12 月 20 日中午，一辆满载煤炭的卡车驶

入积石山县刘集乡陶家村二社一处空旷的院

子。村党支部副书记陶世雄带领群众已等候

在此。司机启动自卸装置，黝黑的煤块哗啦

啦地堆落在院中雪地里。

见此情景，陶家村 70 岁的村民马忠良情

不自禁喊道：“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马 忠 良 的 感 慨 引 起 现 场 干 部 群 众 的 共

鸣 ——“是啊，这是真真切切的雪中送炭！”

“这炭暖身又暖心”……

“您好！这是甘肃能化股份有限公司窑街煤

电集团驰援灾区的块煤，请你们接收！”司机殷全

才走下车，握着陶世雄的手，办起交接手续。

“乡亲们！窑煤集团给我们捐赠的煤炭

来了，我们转运到帐篷口吧。”随着陶世雄的

招呼，大家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看到现场有人缺少铁锹，少年马国锋迅

速跑回家，扛着一把铁锹交给了现场的大人。

看着少年的举动，刚装满一辆三轮车的马忠

良说，19日刚进入帐篷时，取暖成了迫切事，全村

乡亲们不分你我地拿出自家的煤炭，供大家烧炉

取暖、做饭。那一刻，大家真正体会到了“抱团取

暖”“人在难中见真情”的真谛。现在，窑煤集团

一车30多吨的煤，对我们来讲，真是非常及时。

“雪中送炭”的感动，不仅仅在刘集乡陶家村。

当天，甘肃能化股份有限公司窑街煤电集

团共向积石山县地震灾区捐赠了 12车价值 55

万元的 400 吨优质块煤，这些煤炭被分配至大

河家镇、刘集乡等4个乡镇的临时安置点。

在现场带队送煤的甘肃能化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朱新节向记者介绍

了支援灾区的相关情况。

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12 月 19 日上

午，甘肃能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结合灾区取暖

需求，当即作出捐赠 400吨优质块煤的决定。

随即，公司就近组织窑街煤电集团开展优

质块煤生产、分拣、装运工作。窑街煤电集团

12 月 19 日临时增加夜班，组织近千名职工连

夜完成 400 吨优质块煤的生产，并于 12 月 20

日凌晨装车，至拂晓完成 12 车块煤的装车作

业。随后，车队从兰州市红古区启程，向积石

山县地震灾区进发。至中午，12车块煤经大河

家镇分四路运抵周边 4个乡镇的临时安置点。

雪 中 送 炭 显 真 情

新甘肃·每日甘肃网记者

王梓懿 李萍 王宇晨

12 月 20 日 上 午 7 时 许 ，两 辆 悬 挂 着

“心系灾区 同舟共济”横幅的货车从武威

古浪载着 2670 套爱心棉衣驶入积石山县

地震灾区。

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位于古浪

县绿洲小城镇的甘肃精诚金榜实业有限公

司的管理层讨论决定，作为制衣企业，为灾

区捐赠防寒棉服。

经过快速清点，库存只有几百件，数量

太少。此时，已经是 19 日凌晨 3 时。车间

负责人在微信群里发布了消息，希望看到

的员工可以赶回工厂连夜加班。

让他没想到的是，微信群里瞬间响起

了此起彼伏的声音，深夜里，看到信息的员

工毫不犹豫回复：收到。

距离积石山县 400 多公里的制衣车间

瞬间变得灯火通明，6 条生产线马力全开。

从家里赶过来的 100多名员工经过 15个小

时的加班加点，2000 多套棉服被紧急赶制

完成后打包装车。

“ 一 路 上 我 们 想 着‘ 快 一 点 、再 快 一

点’，这不仅是公司的愿望，更是我们全体

工人的愿望。”甘肃精诚金榜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冯晓功说，这不仅有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的爱心，更有回馈社会的初心。

原 来 ，甘 肃 精 诚 金 榜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2020 年经过招商落户武威市古浪县，主要

为当地易地扶贫搬迁下山的群众就近提供

就业机会，作为当时的扶贫车间，吸纳了

200 多名劳动力，每人每年增收超过 3 万

元。这家企业和员工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

发展成果，更加懂得感恩回报。

“刚落地时，古浪县毫不犹豫帮我们解

决工人前三个月的培训工资，让我们轻装

上阵，除此之外，还为我们提供了厂房等硬

件保障。如今公司已经发展 3个年头，从当

初的扶贫车间成了现在的乡村振兴车间，

我们的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帮助，得知

积石山县受灾，我们责无旁贷。”冯晓功说。

连 夜 加 班 制 棉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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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积石山6.2级地震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积石山 6.2级地震发生以来，省、

州、县三级市场监管部门联合行动，全力

摸排灾情，制定印发有关通知，为经营主

体稳价保质、市场秩序早日恢复保驾护

航，助力经营主体回归正常经营。

据统计，截至 12 月 20 日 12 时，积石

山县实有经营主体 8895 户，已实际经营

6138 户，占比 69%。其中药品经营主体

共有 85 家，实际经营 66 家，占 78%。全

县米面粮油、肉禽蛋奶、蔬菜水果、药品

供应正常，重要民生商品价格未发生大

幅波动。

近七成经营主体

恢 复 正 常 营 业

本报兰州12月 20日讯（新甘肃·甘

肃日报记者刘健）记者从省通信管理局

获悉，积石山 6.2级地震发生后，甘肃信息

通信业快速响应，紧急调集大批人员物资

赴积石山县全力展开通信基础设施抢险

保通工作。至12月19日17时30分，累计

退服的134座基站全部恢复正常。

为以最快速度修复因地震损毁的设

施，恢复灾区通信，省通信管理局在灾区

成立现场指挥部，加强跨部门跨地区沟

通，紧急组织电信、移动、联通、铁塔等在

甘通信企业开展通信抢通工作，累计出

动 人 员 570 人 次 、车 辆 113 辆 次 、油 机

341 台次。经过近 17 个小时的全力抢

险保通，退服通信基站全部恢复正常。

为强化保障能力，省通信管理局协

调电信、联通公司共享移动公司机房，落

实应急车辆。同时，协调 4 台系流式基

站、1 台翼龙固定翼基站、1 台中兴通信

HY600 无人直升机，灾区通信支撑保障

进一步增强。

134座退服通信基站

全 部 恢 复 正 常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国顺

12 月 20 日 8 时，积石山县大河家镇陈

家村集中安置点里，受灾群众马国玉一家

吃过早饭，围坐在炉火旁烧茶。马国玉 80

岁 的 老 丈 人 边 吹 着 热 气 边 乐 呵 呵 地 说 ：

“昨天还冷得流鼻涕，今个儿就能在这么

暖和的帐篷里喝上热茶，感谢党和政府，

感谢千里迢迢来救助我们的好人。”

在积石山 6.2 级地震抢险救援现场，

抵 御 寒冷低温一直是个大问题。19 日夜

间，为了让受灾群众不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

冬夜受冻，救援人员连夜把刚刚运抵震区的

煤炉送进每个应急救灾帐篷，解放军战士、

消防员、值班民警、村干部一个帐篷一个帐

篷地安装调试，安置点逐渐暖意融融，孩童

们伴着炉火的温暖渐渐进入了梦乡。

“你不知道这个炉子对我们来说有多

重要，前一天晚上还没装炉子的时候，盖了

两床被子还是冷得发抖，鼻头都冻得没知

觉了。”马国玉笑着说，“后来安装了炉子，

煤也给得足足的，一下子人都舒展了。”

炉火，还为震区的群众带来了热饭食。帐

篷里的炉子上正烙着几张大饼，经过炙烤，白

色的大饼已被烙得焦黄，马木甲说：“大饼和

馍馍就要烤着吃呢，烤得越焦越香。”

前来支援震区的西部战区陆军某部，在

安置点的一角并排搭起了两个野战灶台，八

九名战士正在准备晚饭，灶台里的炉火发出

呼呼的声音，灶台的笼屉上已是一片蒸腾的

热气。从 19 日开始，这支部队向安置点的

受灾群众提供热餐食。“荤素都有，营养搭配

很好，还有热汤。”马国玉感动地说。

在大河家村安置点，爱心企业的牛肉

面食堂也是一片忙碌，一把一把的拉面被

次第投入汤锅，在烧开的汤中上下翻滚，

瞬时变成了一碗碗香气扑鼻的牛肉面。

排队等候牛肉面的村民张向东说：“来

自四面八方的援助，让我们受灾群众的生

活渐渐好了。”

炉火不仅温暖着震区群众的心，也温暖着救援人员。

“晚上巡查完群众帐篷的安全用火情况，基本上就冻透了，

回到自己的营地帐篷，就着炉火值班待命，心里也特别踏

实。”一位来自金昌消防支队的救援人员说。

跃动的炉火，不仅改善着震区群众的生活，也在震区

群众的心里燃起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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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国顺

12 月 20 日下午的天气很好，太阳晒

得暖洋洋的。12 岁的马立君在积石山县

大河家镇陈家村村部广场的集中安置点

里不时向遇到的小伙伴展示自己的新衣

服——一件迷彩军大衣。

说起这件军大衣，还要从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时讲起。

12 月 18 日 23 时 59 分，突如其来的剧

烈晃动惊醒了家住陈家村五社的马学英，

她一骨碌翻起来跑到院子里，又把小儿子

马立君从窗口拉了出来，逃到了院外空旷

的地方。

好在她家房屋没有倒塌。马学英又

冒 险 返 回 屋 内 ，拿 出 了 睡 前 放 在 炕 头 的

衣物。

马学英扶老携幼跟着人群，撤到了附

近山坡上一个避风的洼地躲避危险。深

夜的山地冷得像冰窖。村干部陆续送上

来一些树枝和柴草，生起了火堆，情况才

有所好转。

“在山上挨了一夜，篝火暖了前胸却暖

不了后背，就像躺在雪地里晒太阳。”马学

英说。

19 日下午，马学英一家人跟着人群返

回到村里设置的临时安置点，领到了一顶

保暖帐篷，也见到了跑散的其他亲友。

“我大嫂看我冻得脸色发青，就把这件

军大衣给了我。她说这是一位不知名的救

援人员当场从身上脱下来给她穿的。”马学

英感动地说，“这么冷的天气，来救我们的

人还要把大衣给别人穿自己挨冻，真是说

不完的感谢。”

当晚，马学英就穿着这件暖和的军大

衣在帐篷里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

随后，取暖的炉具和燃煤也陆续送到

了安置点，帐篷里变得温暖如春。马学英

专门拍打掉军大衣上的泥土，仔细地叠放

起来，准备把它送给更需要的人。

这时，马立君在安置点帮大人搬运爱心援助物资，就把

妈妈叠好的军大衣穿在了自己身上。

“一件军大衣暖了我们一家 3 个人。现在大家都有御

寒的衣服了，等灾情过去，我要好好留着作纪念。”

马学英笑着说这句话的时候，马立君把大衣披在了另

一个小男孩的身上，“你试试，这衣服可暖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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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国顺

“小蜗牛和妈妈说话是什么样的？蜗

牛妈妈和小蜗牛说话又是什么样的语气

呢？”12 月 20 日，在积石山县柳沟乡张郭

家村四社的安置点，村小学一年级教师张

世晶正在给孩子们讲课。

这个设在帐篷里的小小课堂，不仅有

张世晶班上的 2 个孩子，还有暂时居住在

这个安置点的 8 个孩子。他们围着炉子挤

坐在一起，一张张稚嫩的小脸天真无比。

“我的初衷是灾后把孩子们集中在一

起看护，这样比较安全，同时让孩子有事情

做。唱歌、学习、做游戏，这就是课堂的内

容。”张世晶笑着说。

张世晶是今年刚分到张郭家村小学的

语文老师。9 月份之前，她还是甘肃民族

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中文与社会专业的一名

学生。她说自己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很

爱这些刚接触 3 个多月的学生。

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张世晶第

一时间在家长群询问自己班上学生的情

况，在得知孩子们都已安全撤出后，放下心

来的她，忍不住哭了。

等大家都住进了安置点，她想自己总

该做些什么，就决定把孩子们集中在一起

照看。于是，这个帐篷小学就开始了充满

乐趣的教学。

张世晶回忆刚学过的课文《雪地里的

小画家》，她的讲述吸引了更多的孩子加入

课堂，教学的内容跳出了课本本身。比如，

分析《雪地里的小画家》中小蜗牛和蜗牛妈

妈的对话语气，拓展孩子们的思维。

“老师，蜗牛妈妈说话的语气应该是温柔

的、缓慢的，而小蜗牛的语气应该是轻快的。”

一名女孩思考了一下，回答了张世晶的问题。

“你说得对，那我们来模仿一下它们的

对话吧。”张世晶说完，帐篷里传出了孩子

们模仿的声音。

20 多分钟后，张世晶又带着孩子们来

到了安置点的空地上。

她带着孩子们围一个圆圈，开始做游戏。慢慢地，欢声

笑语充满了这个小小的安置点。

“娃娃们一笑，什么烦恼都没了。”正准备午餐的村民樊

海梅，和其他正在忙碌的大人停下了手中的活计，站在旁边

仔细地看着，嘴角也洋溢着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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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12月 20日，在大河家镇临时安置点，解放军正和孩子一起做算数游戏。

图② 12月 20日，在大河家镇大河村，蓝天救援队队员运送火炉前往安置点。

图③ 12月 20日，在救灾帐篷外，孩子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本组图片摄影：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丁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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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石山县:

图②

图图③③

12 月 20 日，大河家镇陈家村安置点内的炉火烧

得很旺，热腾腾的牛肉面出锅。

12 月 20 日，在大河家镇陈家村安置点临时搭建的

帐篷里，妈妈给孩子穿上军大衣。

在柳沟乡张郭家村四社的安置点，张世晶正在帐篷里给

孩子讲课。 本组图片摄影：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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