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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积石山6.2级地震

新华社记者 姜伟超 程 楠
郎兵兵

24 日中午，冬日暖阳模式下，朔风收

敛了寒意。大河家镇大河村广场安置了

2000 多户本村及周边受灾群众，是积石

山 6.2 级地震甘肃灾区最大的灾后集中

安置点之一。安置点上帐篷林立，爱心牛

肉面摊、心理疏导学校、物资分发点前人

头攒动。

走进一座帐篷，茶壶在炉上冒着热

气，七张折叠 床 沿 四 边 放 置 ，铺 着 棉 被

褥、电热毯，床底下还放着几双新鞋。17

岁的高三学子马瑞正靠在床边学习。角

落里码放着方便面、矿泉水、煤炭等生活

物资。

“地震后，解放军、公安、消防和志愿

者第二天就搭起了帐篷，大伯家和我们两

家 7 口人一起住一个帐篷。”他说，这会儿

大家都出去了，帮着安置点搬物资、打扫

卫生。

“东西够用吗？”记者问。“够，每天都

会发新的，吃的用的来自很多个省，有不

少都是平常舍不得买的。”马瑞说，他帮着

搬物资的时候特意数过有多少个地方援

助的物资，但数了几次都数不清。

说到这里，恰逢大河村党支部书记马

成忠挨个帐篷查看防火情况，走了进来。

“我来告诉你，你们年轻娃娃可不能忘了

这份爱心。”马成忠接过话，介绍起来。

“帐篷来自甘肃省兰州市，折叠床来自

山东。”马成忠弯腰试了试床上的温度，接

着说，电热毯来自青海，方便面来自西藏。

他转了个身，指着床头放着的几瓶感

冒药说：“这些药来自北京、江苏、浙江、广

东。”

说话间，马瑞的妈妈韩热亥麦走进帐

篷，她是大河村妇联主席，这两天一直忙

着协助进驻大河村的心理救援队，抚慰受

灾群众，特别是儿童和妇女的心理创伤。

当时是下午 1 点多，韩热亥麦端着几份盒

饭，这是午餐。

韩热亥麦掀开炉盖，往里加了几块

煤，插话道：“你马叔说的是，你看，炉子是

山西给的，煤炭是从宁夏运过来的。”

看到记者在，韩热亥麦连忙问记者吃

了没。“吃了，你们吃了吗？是集中做饭还

是每个帐篷分开做？”记者问。“这个阶段

先集中做，等搬进板房再分开做饭。”马成

忠说。

马成忠接过一份盒饭，先捧在手里捂

了一下，再说话时声音带着颤抖：“遇上大

灾，乡亲们一顿饭没缺着，这份恩情……”

他哽咽了一下，接着说：“真的比天大！”

马成忠把饭盒举到记者眼前：“你看，

今天端到帐篷里的一日三餐，蔬菜来自云

南，食用油来自河南，大米来自河北，面粉

来自甘肃武威。”

“一个帐篷，装下了全国的爱心。”马

瑞停下筷子，抬起头，认真地说。

“什么叫万众一心，什么叫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这就是。”韩热亥麦跟儿子说，

灾难虽大，有全国上下的支持，不是个难

过的坎。

积石山县工信局局长马雪俊介绍，地

震发生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

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捐助的物资

达到了几百种，并且响应迅速。“这些爱心

汇聚到一顶顶帐篷里，形成‘涓涓暖流’穿

过寒夜，温暖着灾区每家每户。”

当 日 ，2000 多 公 里 外 ，上 海 市 慈 善

基金会第三批赈灾物资车辆发车，驶向

积石山。

帐篷里，马瑞吃完饭，继续埋头学习，

他希望明年考个好大学。

（新华社甘肃积石山 12月 25日电）

“一个帐篷，装下了全国的爱心”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杜雪琴

“今天一社的安置板房全部

分配完了，明天我就有时间把奶

奶 送 到 亲 戚 家 去 了 。”12 月 24

日上午，积石山县柳沟乡尕集村

党员张哈克木说。

地震发生以来，张哈克木一

直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

当睡梦中的张哈克木被地

震摇醒时，来不及多想，就跑出

去挨家挨户敲门叫人：“跑出来

了吗？人好着没？”

一家一家敲，一户一户叫，直

到确认尕集村一社 20 多户村民

都平安无事，张哈克木才放下心。

“随后，我和村里几名年轻

人生起两堆篝火，把大家集中在

一起御寒。”张哈克木说。

张哈克木组织村民搭起两

顶帐篷，安置老人和孩子，还把

1 位孕妇和 4 名小孩安置到自己

的车里。

“只要人没事就好，大家一

定要有信心，一定会有人来救援

我们的！”张哈克木一遍又一遍

地安慰村民。

“要发放物资了，每户都有，

请大家排好队、守秩序。”

“我们一定要把紧缺的物资

发放到最需要的人手里。”

……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张哈克

木和村里年轻人组成志愿者队伍，

搬运物资、领取物资、发放物资。

……

23日中午，尕集村安置板房

运到后开始安装，张哈克木协助

村里统计分配，帮助村民搬家。

23 日晚上 10 时，有 6 户受

灾群众顺利入住。

24日晚，张哈克木家也可以

住进安置板房了，可他没有搬家。

“我们去投靠亲友，把安置

板房让给其他人。”张哈克木说。

“遇到这么大的灾难，困难

肯定有很多，大家互相帮助，一

起扛过去。”几天来，这是张哈克

木给村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 一 起 扛 过 去 ”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杜雪琴
仔细整理床铺、摆放工具、

打扫地面……

12 月 24 日下午，在积石山

县刘集乡陶家村的安置板房内，

陶家村四社村民陶希河正与爱

人收拾着搬过来的物品。

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

陶希河两口子搬进了帐篷；地震

发生后的第六个夜晚，他们拥有

了安置板房。

这几天，甘肃建投的建设者

克 服 重 重 困 难 ，从 安 置 板 房 征

集、运输到现场场地平整、道路

整修，再到板房安装、周边配套

设施建设、物资筹备运输，夜以

继日，有条不紊，确保安置板房

建设迅速推进。

24日上午，甘肃建投集团在

刘集乡、石塬镇完成 1000 间板

房安装工作，提前 1天完成任务。

“安置点上还设置了党建活

动室、医务室，建了垃圾堆放点

和公共厕所，全力保障受灾群众

基本生活需求。”甘肃六建有关

负责人说。

在安置板房内，陶希河整理

好床铺，随后开始搭炉火、摆桌椅。

“政府给我们配发了米、面、

油、菜和水，我们的日子不用发

愁。”陶希河说。

陶 希 河 搬 家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国顺

当冬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积石

山县柳沟乡的山间谷地，兴奋的孩子们早

早地赶到已经离开一周的阳山希望小学，

今天，是他们重返校园的日子。

12月25日，在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

的第七天，积石山县中小学开始有序复课。

短短一周实现灾区复课，这是灾区学

生的期盼，也是社会各界全力支援灾区的

见证，更是灾区社会秩序正在迅速恢复的

重要标志。

一

“地震后，我就开始发愁。还有 160

天就要高考，怎么办？”积石山民族中学

高三（五）班学生韩元梅，为此愁得睡不

好觉。

灾后第二天，她的班主任通过微信联

系了韩元梅，“要主动复习，有什么问题就

问我，我帮你联系代课老师，不要怕麻烦

我们。”

同一天，在柳沟乡张郭家村，为防止

孩子们无人看管，一年级语文教师张世晶

把安置点上的六七个孩子集中在一起，进

行心理安抚，一顶“帐篷教室”成了孩子们

的安全港湾。

更多的当地教育工作者，震后的第

一 个 反 应 就 是 了 解 学 生 是 否 安 全 。 一

时间，各个班级微信群里都在汇总学生

的情况。

不仅是当地教育部门和教师牵挂着

学生的安危。地震发生后仅 3 个小时，甘

肃省教育厅抗震救灾工作队抵达积石山

县，深入刘集乡学校、大河家中学、石塬镇

肖红坪小学，指挥调度学校抗震救灾工

作，走访慰问学生家庭。19 日凌晨 5 时

10 分，省教育厅工作组在积石山县教育

局召开线上调度会，成立一线指挥部，紧

急摸排师生受灾、学生家庭受损情况，核

查登记学校灾损情况，为尽快恢复全县教

育秩序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

积石山县教育局按照上级教育主管

部门意见建议，迅速组织恢复教学能力。

震后第二天，首座“帐篷小学”在张郭

家村四社安置点建成，首堂课讲的是心理

安抚和应对地震灾害如何自救；

震后第三天，当地所有在家教师下沉

到安置点，对孩子们开展心理辅导和教学

辅导；

震后第四天，积石山县积石中学、民

族中学、大河家中学等高中的 4055 名学

生以班为单位接受线上教学；

震后第五天，全县各安置点建起 110

多座“帐篷学校”和“帐篷教室”；

震后第六天，灾区“帐篷学校”全覆

盖，数量达到 152 个；

12 月 25 日，经评估可以继续使用的

校园正式复课，1136 名教师下沉到安置

点开展教学活动；

……

根据安排，积石山县教育部门从 25

日开始，组织初中学校以班为单位开展线

上教学；小学高年级，在有条件开学的学

校进行线上教学，没有条件的学校，老师

们在“帐篷学校”开展教学；小学低年级，

在“帐篷学校”开展教学活动；幼儿园本学

期不复课。

据积石山县教育部门介绍，积石山县

全县 244 所学校中，经鉴定能安全使用的

学校，从 12 月 25 日起陆续返校上课；主

体结构没有损伤的学校，利用寒假修复，

确保 2024 年春季正常开学；主体结构受

损的学校，利用寒假期间搭建活动板房，

2024 年春季开学后将在板房教室开展过

渡性教学。与此同时，教育部门将结合学

校布局调整，制定重建规划，力争明年开

春后动工建设，明年 8 月中旬完工，确保

秋季学期正常投入使用。

三

“我们压根没有想到能这么快复课复

学，”在大河村安置点设立的“帐篷教室”

里，大河家中学高一年级的马晓芳说。

为了尽快复课，连日来，各职能部门

伸出了援手：

大河家镇的多个学校校舍受到损毁，

支援的解放军、武警部队、消防救援人员

和民兵分队等多种救援力量，在安置点开

辟了专门位置，建起了“帐篷学校”；

国土和住建部门先后三次进入全县

校园，对校内房舍受损情况进行评估；

电力部门昼夜不停抢通电路，确保电

力供应能够满足需求，并 24 小时不间断

排查用电故障；

电信、移动等数据传输保障单位，为

学校和“帐篷小学”接通数据专线，确保学

生顺畅接受线上教学；

心理干预人员走入安置点，带着孩子

们一起做游戏，进行心理疏导；

保供部门把源源不断的燃煤、饮用水

送进各个教学点；

……

就连偶尔经过教室和“帐篷学校”的

救援人员和群众，都轻手轻脚，怕影响孩

子们的学习。

家 长 马 海 梅 赞 叹 ：“ 党 和 政 府 把 啥

都想到了。孩子们上学了，我的心里就

踏实了！”

正 如 癿 藏 镇 麻 坝 小 学 校 长 付 学 锋

所说：“复课既能安抚学生紧张的情绪，

也 能 让 孩 子 们 在 大 灾 之 后 感 受 到 社 会

的温暖。”

今 天 ，学 生 复 课 了 ！

新 华 社 北 京 12 月 25 日 电

（记者戴小河 魏弘毅）财政部、应

急管理部 25 日再次预拨 4 亿元中

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甘肃、

青海两省做好积石山 6.2 级地震

灾害救灾工作。

这笔资金重点用于受灾群众应

急救助、过渡期转移安置、遇难人员

抚恤、倒损住房恢复重建等工作，确

保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有地方

住、有热饭吃、不挨冻，维护灾区社

会稳定、民心安定。

两部门再次预拨 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 持 甘 肃 、 青 海 抗 震 救 灾 工 作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颖

“这户有 5 人，火炉烟筒不畅通，已整

改，并作安全宣传。”12 月 25 日，在积石山

县刘集乡高李村一处安置点“抗震前线

110”的帐篷内，临夏县公安局河西派出所

所长范玉军翻开笔记本，向记者介绍这几

天的查夜记录。这是范玉军和同事在高李

村的第7天，这样的笔记已经记了十多页。

从早上 9 点开始巡逻，晚上 11 点半

再把安置点的所有帐篷全部查一遍，看每

家人员是否齐全，火炉烟筒有没有畅通，

用电存不存在风险。如果存在安全隐患，

范玉军和同事会提醒并协助村民整改，确

保一切无虞后才回去休息。晚上一趟巡

逻结束，往往就到了凌晨 2 点。

记者跟随范玉军在安置点内巡逻，走

进韩彪家的帐篷时，一家老小正围着桌子

吃饭。看到范玉军和同事进来，一家人热

情招呼着。

“警察同志太负责了，一天巡逻好几

次，每次都要把帐篷的角角落落都检查清

楚，确保安全。”韩彪说得动情，“他们放下

一切来守护我们，我们非常感激。”

警察的辛苦付出，群众看在眼里、记

在心底。在高李村“抗震前线 110”的帐

篷内，放着一些橘子，桌上还有油饼和煮

熟的羊肉。“这些都是群众趁我们不在帐

篷，悄悄拿进来的。”范玉军说。

离高李村不远的阳洼村安置点也设

有一处“抗震前线 110”，包括这两个村子

在 内 ，刘 集 乡 共 设 立 了 7 处“ 抗 震 前 线

110”，由临夏县公安局的 85 名民警辅警

驻守。

“除了日常巡逻、防火检查、安全知识

宣传，我们还承担着疏导交通、收集社情

民意、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事等职责。”

临夏县公安局副局长马才林说。

记者走进阳洼村的时候，正好有一批

物资送过来，驻守的几名警察和村民一起

卸货、分发。

临夏县公安局莲花派出所教导员魏海

军正在现场维持秩序，这是他在“抗震前线

110”的日常工作内容之一。魏海军回忆这

几天遇到的事：晚上巡逻的时候发现有一

家帐篷没电了，他和同事修好，临走前给正

读六年级的小女孩辅导了几道数学题；有

个小孩把手弄破了，给消毒包扎；有群众生

病，帮助联系医务人员治疗……

这是魏海军的日常工作，也是驻守全

县 131 个临时安置点“抗震前线 110”的

民警辅警的日常工作。

安置受灾群众成为抗震救灾重点工

作之后，全省公安机关再调配增援 586 名

警力，在 131 个临时安置点设立“抗震前

线 110”，并实行 24 小时勤务模式，树旗

帜、明标识、亮警灯，接受群众报警求助，

在医院、安置点、学校周边等区域开展巡

逻，提供高效救助和暖心服务，开展矛盾

纠纷排查化解。

同时，民警辅警结合“千警进万家”活

动，走进群众安置帐篷、活动板房，收集群

众困难需求、排查安全风险隐患，把新时

代“枫桥经验”践行在抗震救灾前线。截

至目前，“抗震前线 110”共受理群众求助

3800 余次，协助卸转物资 28.2 万余件，搭

建帐篷 8700 顶，有效确保灾区的社会治

安稳定。

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地震发生后，

甘肃公安投入 1800 余名警力参与抢险救

援和群众安置工作。“有困难，找警察”不

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人民警察给予群众实

实在在的安全感。

“ 抗 震 前 线 110 ”在 守 护

12 月 24 日，在石源村集中安置点，群众正在将生活物品搬入活

动板房。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

12月 25日，积石山县柳沟乡阳山希望小学复课。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

12 月 23 日，在积石山县石塬镇肖红坪村临时安置点，“帐篷学

校”的孩子给解放军叔叔写感谢信。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