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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积石山6.2级地震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国顺

“我们给安置点配发的是干

粉型灭火器，操作它需要一摇、

二拔、三压，对准火焰的根部喷

射即可。”12 月 23 日，在积石山

6.2 级地震灾区多个安置点上，

消 防 队 员 组 织 受 灾 群 众 和 援

助 干 部 ，手 把 手 传 授 消 防 灭 火

知识。

在柳沟乡张郭家村安置点

上 ，白 银 消 防 支 队 的 消 防 员 在

各 个 帐 篷 外 张 贴 了“ 消 防 小 妙

招”“消防避险手册”等宣传材

料 ，并 组 织 安 置 点 的 青 壮 年 学

习 消 防 灭 火 器 使 用 方 法 。 消

防 员 还 进 入 所 有 帐 篷 ，对 烟

囱 、插 线 板 等 容 易 发 生 火 灾 隐

患 的 部 位 进 行 排 查 ，降 低 安 全

风险。

“ 小 伙 子 ，你 现 在 学 会 了

吗？”消防员在讲述完毕后询问

14 岁的张军伟。“学会了，叔叔，

你给我些宣传册吧，我去给大家

讲……”张军伟说。

在石塬镇刘安村村部广场

安 置 点 ，甘 肃 森 林 消 防 总 队 特

勤 大 队 二 中 队 四 班 班 长 贾 建

洲 ，配 合 讲 解 员 回 答 村 民 提 出

的问题。

“拔安全栓要垂直用力，提

着灭火器是不会喷发的，要手握

按压装置向下压，压之前要把喷

嘴对准火焰底部……”

在这个安置点上，森林消防

部门给 31 个安置帐篷都配备了

灭火器，并挨个进帐篷进行细致

讲解。

“火灾发生初期是控制火势

的关键，教会群众防火灭火技能

是防范安全风险的关键一环。”

贾建洲说。

当天，兰州消防支队、定西

消防支队、临夏消防支队等多支

消防力量均在各自驻守的安置

点 上 开 展 了 防 火 、灭 火 教 育 活

动，受到了群众欢迎。

安置点的消防课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占东
通讯员 贾保华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

营归，把营归……”

12 月 22 日 中 午 ，积 石 山 县 康

吊 村 安 置 点 帐 篷 小 学 里 传 来 了 歌

声，整齐洪亮的声音在安置点上空

响起。

当天，康吊村安置点帐篷小学

开课了。临夏州民族团结民兵排 33

岁的民兵刘伟伟来到帐篷小学，与

孩子们一起唱响了《打靶归来》等歌

曲。

听着孩子们的歌声、笑声，现场的

民兵、干部群众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几曲歌罢，刘伟伟走出帐篷。他

对记者说：“看到孩子们的笑脸，听到孩

子们的歌声，我感到很欣慰。”

欣慰的背后，是刘伟伟在抗震救

灾中遇到的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后，乡

亲们对我们说：‘看到你们，我们就

不害怕了，就不孤单了，心里就有靠

山了。’这就是军民鱼水情。”

“12 月 21 日晚，为了孩子们开

学上课，乡亲们和我们一起连夜搭

建起了帐篷小学，12 月 22 日，孩子

们又回到了教室。这一速度，体现

的就是军民团结一家亲的力量。”

“在教室里，我问孩子们今天开

学了高兴不高兴，孩子们齐声回答

‘高兴’，这不仅鼓舞着我和我的战

友，也鼓舞着安置点的每一个人。”

“ 只 要 大 家 团 结 一 心 ，众 志 成

城，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

鱼 水 情 深
——积石山县康吊村安置点见闻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杜雪琴

“喂，请问您现在的位置在哪里？路上请

注意安全！”

“谢谢您对积石山的关爱！”

……

12 月 23 日晚 7 时，积石山县综合社会福

利院大楼一楼的值班室里，赵国秀和 14 位伙

伴不停地接听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

物资请运往高速路口民政局接收点；捐

款请打入积石山县红十字会指定账号；我们

现在最需要的是棉服棉被……虽然嗓子已经

沙哑，但她们依然耐心地接听每一个电话，认

真回答爱心人士咨询的每一个问题。

“从来这里做爱心热线接听工作，我基本

没出过房门，都不知道白天和黑夜了。”赵国

秀说。

记者看到，她眼神有些疲惫，嘴唇有些干

裂，但笑容依旧。

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社会各界积

极捐款捐物，积石山县及时公布社会捐赠咨

询电话，畅通捐赠渠道。

赵 国 秀 是 积 石 山 县 鹭 岛 幼 儿 园 负 责

人，当获悉需要接线志愿者时，她第一个报

名参加。

不到 20 平方米的值班室里，只有两张床

和几张临时找来的凳子，15 名爱心热线接线

志愿者挤在这里，24 小时保持电话畅通。

“晚上累了就靠床眯一会，担心睡得太死，

错过热心人的电话。”接线志愿者白红艳说，接

热线的这几天里，她一次又一次被感动——

一位爱心女士，买了 30 双儿童鞋，希望

能送给灾区有需要的孩子；

一位小朋友，捐出了自己所有的压岁钱；

一位内蒙古的爱心人士，独自开车拉了

一车活牛过来捐献；

还有一位爱心人士，拉了 6 套水泥预制

房正在赶来积石山的路上；

……

每一通电话响起，就有一份温暖传来，赵

国秀和同伴们每天接听上千个这样的电话。

帐篷、棉被、棉衣、电热毯、火炉、活动板

房……大大小小的爱心物资通过这条爱心热

线送进积石山，汇聚起战胜灾情的无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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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国顺

地震第二天，为了避免孩子们四处

跑动受伤，积石山县柳沟乡张郭家村小

学的语文老师张世晶，在集中安置点开

设了心理抚慰、课文赏析、健康运动的帐

篷小学。12月23日这天，已经忙了好几

天的张老师终于可以休息了！

临夏州教育局校产办副主任马

全海带领 5 人入驻张郭家村，接过了

教育看护孩子们的担子。

“我们是按照州里的统一部署，连

同临夏州公安局和积石山县乡干部共

23人进驻张郭家村。张老师这些天很

辛苦，她家里也受了灾，我们让她回去

处理并休息一下。”马全海说。

如今，张郭家村的帐篷小学，把

全村的 19 个孩子集中在一起，教室

也换到了更大的帐篷。

23 日上午 10 时，郭材学老师正

在给低年级的孩子进行心理辅导，

孩子们认真回答老师的提问。

“张老师回家时，叮嘱我们要认

真听课，不要在危险的地方活动，要

注意自身安全。”学生张小成说。

“我们将规划好教学内容，对低

年级学生以心理辅导和防灾抗灾知识

讲解为主，文化教学为辅。等时机成

熟后，再逐步恢复正常教学，给孩子们

一段调节情绪的时间。”临夏州教育局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人马琪说。

据积石山县教育局统计，像张

郭家村帐篷小学这样的教学网点，

目前已设置了 100 多处，分布在各

个安置点上，灾区的孩子们正在得

到妥善照顾和心理安抚。

张郭家村的帐篷小学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聪

“今晚我们过一个收获节，请你们父亲也

来尝尝我们的落花生，好不好……”12月 22日

上午 10时，在积石山县刘集乡高李村安置点，

由甘肃省青年志愿者协会直属服务队爱心驿

站建立的“日间照护站”里，六年级学生马秀梅

正在领读《落花生》这篇课文。

这两天，马秀梅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因为

“身边来了一群陪着玩的哥哥姐姐”。

这两天，志愿者孙智超也充满了成就感，

看着孩子们的笑脸，他的心里暖暖的。

12月 19日，地震发生 7小时后，孙智超与

爱心驿站其他成员一起，紧急赶到灾区，一边

帮助分发物资，一边迅速搭建“日间照护站”。

12 月 20 日，在高李村一社安置点，孙智

超、邓健刚等人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走访

摸排安置点学生数量。

经过一上午走访摸排，他们了解到该安

置点共有 50 余名学生。

爱心驿站志愿服务队队长葛修琼说，想要

吸引孩子们，就要设计喜闻乐见的活动，让孩子

们在其中学知识、感党恩，迎接新生活。于是，

她和志愿者商量，根据大家的特长设置了趣味

课堂、作业辅导及心理疏导等。

同时，村里马志红、马萍、马乾3位老师也加

入照护站，让照护站有了语文、数学老师。

21日中午，共青团“日间照护站”完成布置，

语文老师马萍开讲第一堂课，她以刚刚经历的

地震为例，带领孩子们学习地震应急避险知

识。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帐篷里其乐融融。

课间休息时，志愿者与安置点的武警官

兵相互配合，带孩子们进行趣味活动。

志愿者还带领孩子们举行升旗仪式、跑

早操，开展国防教育。

志愿者邓健刚是临时班主任。他告诉记者，刚开始

有个孩子不太愿意说话，经过两天的相处，孩子开始分享

故事，脸上也有了笑容。

葛修琼介绍说，“日间照护站”已为高李村一社、三社

的 200 多名孩子开展了趣味课堂、户外拓展训练游戏。

“下一站，我们将去克新民村，希望我们的努力，能换来灾

区孩子脸上更多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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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每日甘肃网记者

李萍 通讯员 马生骏 张鹏
伟 马绮徽 李登兴

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在深

夜，全县1.47万名寄宿生无一伤亡！

寄宿学生全部安全脱险是如

何做到的？通过 12 月 21 日在积

石山县民族中学的探访，记者找

到了一些答案。

如 何 撤 离

12 月 18 日深夜，积石山县民族中学，

值周的副校长马玉华巡查完校门卫室后，

睡不着，便坐在教师公寓楼 3 楼的宿舍沙

发上喝茶。

“摇晃幅度特别大！”23 时 59 分，马玉

华感觉沙发在动，抬头一看，灯在甩。

“地震了！”马玉华马上跑出门，一边喊

“地震了”，一边跑下楼。

1 分钟内，他已经给学生公寓楼值班

教师打了电话，并跑到地势较高的实验楼

对面，用尽全力向两侧的男女生公寓楼喊：

“地震了！”

此时，学生公寓楼警铃响了，值班教师

也开始用喇叭喊话。

积石山县民族中学2015年建成招生，现

有教师244人、学生2074人，45个班级，实行

封闭式管理，学生全部住宿。学校有男女生公

寓楼各 1栋，1至 5楼住着学生。地震发生当

天，除生病请假的学生外，住校生有1867人。

12 月 19 日 0 时 02 分，火速赶来的部

分校内住宿教师跑进学生公寓，组织学生

安全转移。

0 时 03 分 ，70％ 的 学 生 已 经 撤 到 楼

下。此时，学校启用校园广播系统，马玉华

用无线话筒开始通知：“同学们到足球场集

合，按照班级列队，清点人数。”

0 时 05 分，最后一名学生跑下了楼，

在场教师开始清点人数。同时，主动请缨

的 16 名教师已经冒险进楼，按楼层开始检

查有无遗漏学生。

0 时 06 分 ，校 长 绽 瑞 从 家 中 赶 到 学

校，开始安排组织。学校党总支书记赵华

龙在来校路上及时发布通知：“地震了！学

校所有班主任立即到校，其他有条件的教

师也抓紧到校。”

而让赵华龙感动的是，当他赶到学校

时，发现很多教师早已经到校了，都在忙着

疏散学生。

0 时 10 分，清点人数完毕，1867 名学

生全部安全转移。

如 何 取 暖

积石山县 12 月 14 日降雪，地震发生

时，户外温度在零下 15 摄氏度左右，学校

足球场上有四五厘米厚的积雪，还刮着风。

清点人数结束后，大家才反应过来，学

生们都站在雪地上，有些学生没穿鞋，有些

没穿外套，极易受寒、冻伤。

“怎么办？”“得搭火堆，得去拿些被子

来！”在绽瑞的组织下，师生们即刻去捡拾

树枝，抬一些破旧床板、破旧椅子等。但谁

进楼呢？此时进楼，危险性不用多说。

学生要争抢着进楼拿被子，被教师拦

住了。

韩登琳是该校历史教师，地震发生后，

在家的他都没顾得上看学校通知，就主动

赶往学校。到校后，刚好听到这个消息，他

便主动请缨，和 10 余名教师冒险进楼拿出

300 多套被褥。

“那时候脑子里其实只有几个念头，一

是跑快一点还能多跑一趟，二是要多拿一些

被子，害怕不害怕的还真是顾不上想。”韩登

琳最少跑了10趟，抱出来40多条被子。

在等待“温暖”的间隙，其他教师则组

织全体学生原地跑步、搓手。

0 时 25 分，第一堆篝火燃起。0 时 35

分，被褥到位。不久，超过 30个火堆都燃了

起来。学生们都披着被子、围着篝火取暖。

1 时左右，越来越多的教师赶到了学

校（在校教师接近 100 人），开车赶来的教

师都把车里的暖气打开，让穿着单薄的学

生上车取暖。

如 何 安 全 到 家

1时 47分，经上级部门批准，学校在 45

个家长微信群发布通知，让家长接孩子回家。

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有多名家长在校

门外等待。

“谁先来谁接走！”按照家长到校的顺

序，马玉华用喇叭喊学生名字，然后让家长

和学生互相确认无误后，让学生回家。

上午 10 时，最后一名学生被家长接

走。之后，教师们又开始电话核实，最终确

认所有学生安全到家，无一人受伤，大家才

长舒了一口气。

地震后，积石山县民族中学做到了第

一时间安全有序转移学生，该县其他学校

也是如此。

按照摸排，积石山县 1.47 万名寄宿生

在地震中全部安全转移，随后均被家长安

全接回家，无一伤亡。

为 什 么 能

近年来，临夏州教育局、积石山县教育

局对学校安全教育极其重视。记者在采访

中了解到，从建校至今，积石山县民族中学

每学期都会举行抗震救灾演练，多次以安

全教育为主题，各班级每次班会第一件强

调的事也都是安全。如此，学生对于抗震

避险的自救方法可谓是了然于心。

“要指挥得当、分工明确、团结协作，还

要有大爱情怀和奉献精神。转移中，老师

即刻出现、有序引导，危险关头老师挺身而

出，困难面前老师团结协作，安抚了恐慌的

学生，让他们有了战胜灾难的信心。”在总

结学校安全转移学生的经验时，绽瑞说道。

陕舂国是积石山县民族中学高二十五

班学生，体育生，1.9 米高。由于 18 日下午

训练强度大，身体有点“吃不消”，地震发生

时，他和舍友还没有睡意，正在做肌肉拉

伸。地震后，他几秒钟就跑到了一楼，大声

喊“地震了”。跑得快，跑下来得早，他将整

个转移过程看得清清楚楚，“看到老师们不

顾生命安全组织我们撤离，给我们抱被子，

有些老师将自己衣服让给学生，这一幕幕

让我特别感动。”

“地震时，大家没有看到人挤人和踩踏

现象，撤离迅速，这就证明以前的演练和安

全教育学习都很有必要。我觉得经过这一

次地震，我们会更加团结，以后都会变得更好！”

陕舂国说。

地震中1.47万名寄宿生是如何安全脱险的

12 月 22 日，甘肃省红十字方舟应急救援队的队员正

在为孩子进行心理疏导。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蹊

在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大河村，一位聋哑妈妈为大家免费

理发。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蹊

12 月 23 日，在积石山县刘集乡高李村临时安置点的“武警爱民帐篷学校”，武警甘肃总队临夏支队官兵与孩子一

起玩游戏。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侯崇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