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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王思璇）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省自然资源厅立刻启动应急测绘保障

Ⅱ级响应，组织人员深入大河家镇四堡子村、韩陕家村、周

家村，刘集乡高李村等地震灾区，踏勘固定式过渡安置选

址，调研积石山县及大河家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情

况，全力支持灾后重建工作。

按照省自然资源厅统一部署，省测绘工程院共派出 11

名技术人员、3辆应急保障车、8架无人机分赴受灾区域，迅速

获得最新灾后影像数据成果。截至目前，开展无人机测绘

125 平方公里，获取影像数据 510GB，制作 10 厘米分辨率

数字正射影像、数字表面模型；构建大河家镇谭家坪村、韩

陕家村、祁家河村、陈家村等重灾区 7 平方公里 3.5 厘米分

辨率三维实景模型，为后期评估、灾后重建做好数据准备。

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积极做好数据储备，加班加点赶

制地图，搭建地震三维场景，联系获取多种分辨率灾后卫

星遥感影像，制作受灾区域灾前灾后影像图，及时提供积

石山县抗震救灾专用地图，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省测绘

工程院、省地图院、省地矿局测绘院抽调业务骨干组成应

急测绘保障分队，对积石山县大河家、石塬、柳沟、刘集等

受灾区域开展无人机测绘，制作实景三维模型等数据，服

务抗震救灾、地质灾害排查、灾损评估等工作。

同时，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关于切实强化要素保障

全力支持灾后重建工作的通知》，从国土空间规划、抢险

救灾用地、灾后重建用地、土地供应、增减挂钩政策、生

态 及 地 灾 避 险 搬 迁 、砂 石 资 源 保 障 等 方 面 提 出 政 策 措

施，为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提供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我 省 自 然 资 源 系 统
调研国土空间开展灾后重建

新甘肃·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丁毅 欧阳海杰 见习记者 赵相龙

突如其来的地震，给积石山县 495 个

基层党组织和所有驻村工作队吹响了“集

结号”。各支部、驻村工作队纷纷组建党员

突击队、抗震先锋队，组织开展自救。

一支支先锋队始终挺进在前，他们以

人民群众的安危和需要为己任坚守在抗震

救灾一线。

“我还没老，能多干点就多干点”

眼前的赵正和，神色疲惫，眼睛里布满

血丝，一双手粗糙而干裂。今年 62 岁的他

是刘集乡崔家村的一名党员，也是上一任

村委会主任。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赵

正和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一直奔忙在救灾

一线。

12 月 18 日 23 时 59 分，积石山发生 6.2

级地震。赵正和被摇醒，意识到地震的他

拉起妻子立刻往外跑。

来到村里的小广场，待震感减弱，来不

及安抚家属情绪的他，赶紧联系了六社社

长赵华虎和七社社长赵长福，“这两个社有

残障人员，需要挨家挨户去排查。”

地震 10 分钟后，赵正和与两位社长会

合，几个人往赵福有和赵关西家赶去。

59 岁的赵福有腿脚不便，地震中，妻子

跑了出来，赵福有被困在了屋内，“几个人

合力把他抬了出来。”

72 岁的赵关西是五保户，同样行走困

难，“我们赶去时，他家房子一半已经塌了，

还好他没有受伤，我们把人从废墟中抢了

出来。”赵正和说。

接着，他就和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逐

户排查寻找伤员、统计伤亡情况，从危房

中、废墟里救出其他伤员，清点人数，安抚

村民恐慌情绪……

从 19 日凌晨到 22 日，赵正和断断续续

睡了不到 5 个小时。搭帐篷、分发物资、协

调处理各种事务，几乎很少回到自家的帐

篷，“我还没老，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能多干

点就多干点。”

老主任不等不靠，新书记更是身先士

卒。刘集乡崔家村党支部书记赵华忠在地

震后第一时间打电话、发微信，把村里的党

员发动起来，分头到户摸排。震后两个多

小时，当村里人在广场上架起火堆取暖时，

赵华忠和党员们还在忙着抢救伤员、清点

人数。

“地震后，村里的党员们发挥了极大的

作用。”赵华忠说，全村的 26 名党员每天在

救灾一线，“没有人说累，也没有人叫苦，大

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都是为了村民

少受苦。”

一个也不能少

地震的那一刻，韩信合被摇醒，跑到居住

楼下的他，意识到积石山发生地震了。

韩信合是金川集团刘集乡崔家村驻村

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队长。地震发生后，他

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高李村村民马义来家

人被压在房屋内，请求紧急救援。

“ 哪 里 有 状 况 ，我 们 必 须 马 上 赶 过

去 。”韩 信 合 立 即 带 领 潘 启 新 、狄 开 鹏 两

名队员和一名村干部迅速行动，第一时间

赶到受灾现场，冒着余震危险，在废墟中

奋力把伤员救出送到大河家镇医院进行

救治。

随后，韩信合立即返回村里，和赵华忠

积极投入到本村的抗震救灾中，紧急将群

众疏散到广场、家门口等安全地带，清点人

数，并帮助架起取暖的火堆后，带着小喇

叭，挨家挨户排查受灾情况和人员受伤情

况，寻找失联人员，及时联系救治伤员，一

直忙到凌晨 4 点多。

“地震发生后，有三四天几乎没睡觉，连

夜统计灾情，搭建临时救灾安置点。这几

天，地震时的恐惧渐渐消退，村民们也住进

了温暖的帐篷，我们才稍微放松了点。”

记者见到韩信合时，他的嗓子有些沙

哑，但说起话来依然铿锵有力。村里人说，

这些天他几乎没怎么休息，一直坚守在抗

震救灾第一线。

如今，随着灾后重建和生产自救陆续

开展，韩信合与村干部一道着手统计 10 个

社村民的房屋摸排受损情况，以便尽快上

报准确数据，为灾后恢复重建做准备。

创造“四建速度”

12 月 24 日一大早，在石塬镇肖红坪村

安置点传来了孩童琅琅的读书声，这给原

本因地震灾害袭击而沉闷的村庄带来了生

机与活力。

地震发生后，孩子们被迫转移到了避险

安置点的帐篷里。气温骤降，寒风袭扰，对

帐篷里学习的孩子们还是有一定影响。

“孩子们学习环境差，急需搬进暖和的

板房。”在得知肖红坪村小学老师的困扰后，

甘肃建投四建公司第一时间协调 5 间板房

作为教室，并组织协调桌椅火炉等迅速进

场，为孩子们搭建起了“爱心课堂”。

这是甘肃建投四建公司为确保受灾群

众安全温暖过冬中的一个场景。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做好物资转运、

救援保供等工作，12 月 19 日晚，甘肃建投

四建公司派出第一批以临夏项目部经理党

学伟带头的党员突击队，赶到石塬镇肖红

坪村，连续奋战 24 小时，完成 110 间活动板

房吊装，创造了“四建速度”。

“我们党员突击队第一梯队队员邢恒

凯、杨伟、李军、王喜红几乎连续三天通宵

加班，每个人就睡了 5 个多小时，赶工程赶

进度，为的是让灾区人民早日住进温暖的

房子。截至 25 日，甘肃建投四建公司已经

完成了 3 个安置点 455 间集装箱房的吊装，

确保 27 日让受灾村民住进温暖的板房。”

党学伟说。

在甘肃建投四建公司建设的安置点，

最为醒目的是高高树起的党旗随风飞扬，

随处可见的是党员突击队和党员胸前佩戴

的党员徽章。

“在灾难面前，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战斗

堡垒作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让人民

群众有依靠、有信心、有力量。”党学伟说，

越是人民需要的地方，就越是党员坚守和

战斗的地方。

党旗飘起来，党员站出来。他们普通

而平凡，但怀着对群众的牵挂和对生命的

守望，在抢险救援一线，用朴实而坚定的行

动，让党员本色成为最温暖的底色。

抢险救援一线

一支支先锋队挺进在前

党员突击队队员帮助受灾群众。

本报兰州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王睿君）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省卫生健康委、

省疾控局立即启动灾后卫生防疫工作响应，抽调省、州、县

86 名防疫人员、6 辆应急车辆，携带足量的检测试剂耗材等

奔赴地震灾区开展灾后卫生防疫工作。12月 26日，经国家

疾控局地震灾后卫生防疫工作组阶段性评估，我省地震灾

后卫生防疫工作措施有力、进展迅速，取得明显成效。

到达灾区后，防疫工作组迅速拟定各项卫生防疫技术

方案并开展现场培训，在现场开展公共卫生状况与需求快

速评估、安置点症状监测等工作。共拟定传染病疫情风险

评估报告 3 份，编印卫生防疫工作手册 3 份，撰写上报安置

点卫生防疫工作指引 5份；下发呼吸道传染病防控通知 2份；

根据各项方案，现场培训消杀、监测、检测人员620余人。

同时，建立症状监测联络机制，定时收集汇总分析全

县监测数据，累计采集检测传染病病原标本 162 份，暂未

发现新发突发传染病。对地震废墟和安置点外环境重点

区域开展消杀指导，累计消杀面积达 21 万平方米。现场

查看居民安置点饮用水卫生状况和水厂水源水质状况等，

累计采集并检测水样 43 份。紧急调集破伤风、麻腮风、甲

肝疫苗等 20 余万支备用。在完成大河家镇临时接种点设

置后，全县预防接种工作自 12 月 26 日全面恢复。

积 石 山 地 震 灾 区
卫生防疫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杜雪琴

12 月 27 日上午，积石山县

刘集乡阳洼村五社村民豆福民

家羊圈门口很是热闹：

五 六 个 从 东 乡 县 过 来 的

“羊贩子”，正和豆福民商讨羊

的收购价格。

经过几轮的“袖内拉手”谈

判，最终谈妥：豆福民家的 12 只

大羊和 6 只羊羔，以总价 14600

元成交。

平均一只羊 811 元，比市场

价高出近200元。

豆福民很满意！

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豆

福民家的房子损坏了，羊圈也不

能正常使用。正在他发愁羊咋办

的时候，东乡人上门来收购了。

原来，地震发生后，东乡县

在援助积石山县抗震救灾过程中

发现，群众居住生活的问题逐渐

得到解决，但牛羊却无处可去。

“ 我 们 就 想 着 以 高 于 市 场

的价格收购羊，帮助他们渡过

难关。”东乡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马玉虎说。

随 后 ，东 乡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和东乡县畜牧中心联合发出倡

议：请有能力的养殖合作社一

起去积石山收购羊。

“ 东 乡 县 和 积 石 山 县 地 域

相邻，情同手足，一定要帮!”东

乡县宏源养殖合作社负责人白玉才说，“我们

商定，几个合作社联合出资，共同收购积石山

县受灾群众的羊，减少受灾群众的财产损失。”

从 12 月 24 日开始，东乡县 15 个基础条件

好、带动能力强的养殖合作社，分为4组到积石山

受灾较为严重的刘集乡各村收购羊。截至27日，

共收购羊352只，金额28.21万元。

“地震发生后，我们还发起了为积石山养

殖户捐赠饲草和防疫药品的倡议。”马玉虎

说，一方面，对灾区暂时没有养殖条件和能力

的农户，我们负责收羊；另一方面，对有能力

又想继续养殖的农户，我们捐赠饲草和防疫

药品，保护受灾群众的生产力。

“倡议发起后，东乡县各养殖合作社迅速

行动，积极捐赠的 52 吨青贮饲草已分发到居

集镇养殖户手中。”马玉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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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7 日，刘集乡团结村团结小学的师生搬进了板

房教室。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蹊

12月 27日，在积石山县金太阳幼儿园，社会组织志愿者为幼儿园小朋友发放爱心包。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颖

油锅里下入火锅底料，“滋啦”一声，香味

瞬间窜了出来。

12 月 26 日下午 6 时，积石山县刘集乡陶家

村，记者循着火锅的香气走进了陶兰兰家的板

房，眼前映入温馨的一幕：陶兰兰在炉子上炒制

火锅底料，父母哄着小孙子，丈夫在准备餐具，

妹妹在洗菜，人间烟火气充满了整个小屋。

“我们一家昨天刚刚搬进来，这是我们的

‘新家’，所以就想做顿火锅吃，比较有仪式感

嘛。”陶兰兰边炒料边说。

板房里被收拾得干净整洁，还有明显的功

能分区：对着大门的墙边是餐厨区，依次摆放

着菜板、水桶，角落里还放着陶兰兰父亲从家

里搬出来的冰箱；餐厨区对面是客厅区，印着

花纹的电视柜为小屋增色不少；门口烧着炉

子，炉子上的水壶冒着热气。

“搬进板房后就可以自己做饭，不用再麻

烦解放军、志愿者，他们已经帮了我们很多。”

陶兰兰说，一家人平平安安，接下来就要自力

更生，努力开始新生活。

陶兰兰家隔壁，陶六斤妻子的菜也下了

锅。陶六斤家人比较少，板房内的陈设也相对

简单一些，一面印着“一人参军 全家光荣”字

样的鲜红旗帜占据了墙上的“C 位”。

“小儿子在部队当兵，这面旗是乡里送来

的，我们觉得非常光荣。”陶六斤告诉记者，地

震发生后他没从家里搬太多家具，就把这面旗

带了出来，郑重地挂在“新家”的墙上。

看到来支援的解放军，陶六斤夫妇总能想

起千里之外的儿子。“我们也不能一直靠政府、

靠部队，现在的条件比帐篷好了很多，我们能自

己做的就自己做，不给他们添麻烦。”陶六斤说。

在陶家村的另一个安置点，34 岁的马学吉

正在帮邻居搬家。地震发生后，他来到村委会

申请做志愿者。前些天，马学吉和其他两位志

愿者每天开车替村上 300 多户家庭领物资，再

协助村干部进行分发，这几天大家陆续搬到板

房，他又帮助腿脚不便的老人搬东西，呼吁有

车的邻居帮其他人运行李，一刻也不消闲。

“我是党员，这种时候必须得站出来。”在

马学吉的带领下，陶家村六社的居民积极自

救、互帮互助，搬进了温暖舒适的“新家”。

陶家村六社的孔学智和孔学义是两兄弟，

兄弟俩板房里放的床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我们俩都是电焊工，家里有之前焊好的

床，就搬到这里来了。”孔学义想着，自己家有

能用的东西，政府发的就可以还回去，让其他

有需要的人用，“万事不能老想着靠别人，还是

要自力更生。”

孔学义的妻子把地面扫得干干净净，夫妻

俩左看右看，总觉得还缺点啥。“明天拿拖把过

来把地好好拖一拖，家的感觉就出来了。”“哎

呀，就是！”妻子把菜板从三轮车上拿到屋里，

“今天先做饭，明天再好好装饰。”

暮色四合，陶家村安置点的板房内，饭菜

飘香，家人谈笑；板房外，电信工程师还在不断

完善上网设施，让村民能尽快用上免费网络。

板房虽然只是过渡，但仪式感却是人们对

美好生活不变的尊重与期待。

“ 新 家 ”的 仪 式 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