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2 月 29 日，消防官兵在大河家镇陈

家村安置点整理灭火器。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 田蹊

▲ 大河家镇陈家村医疗服务点药品充足。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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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积石山6.2级地震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房子里亮亮堂堂，心里也敞亮。”

12 月 29 日，在积石山县大河家镇陈家

村板房安置点，已在板房安家的受灾村

民说。

12 月 22 日，陈家村安置点第一批

板房搭建完成，国家电网两辆发电车抵

达陈家村安置点，当晚板房全部通电。

从 23 日起，受灾群众陆续入住。

在做好紧急供电的同时，国家电网

陈家村光明驿站于 12 月 24 日接了一

条 10KV 线路，同步安装了一台配电变

压器。随着入住人数的增加，又安装了

两台配电变压器，满足入住群众日常用

电需求。

在每一间安置板房内，都粘贴着震

后安全用电须知和供电服务温馨提示，

上面公布了供电服务电话。“如果家中

供电出现故障，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供

电服务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将及时上

门处理。”国家电网陈家村光明驿站供

电工作人员杨峰俊说。

免费通话、免费上网、免费补卡……

在陈家村板房安置区入口处，中国电

信 临 夏 分 公 司 制 作 的 展 板 格 外 引 人

注目。

地 震 发 生 后 ，网 络 中 断 ，受 灾 群

众和外界联络困难。

为了让群众能通话、能上网、不心

急，12 月 19 日凌晨，临夏电信工作人

员携带装备物资及抢修工具前往灾区，

第一时间开展网络保障救援工作。

记者在陈家村板房住户家中看到，

家家户户的墙上都挂着无线路由器。

“网络信号强，看视频、上网课都特

别流畅。”刚刚上完网课的马杰说。

“ 目 前 ，群 众 入 住 的 板 房 全 部 通

网 。 我 们 还 要 摸 排 登 记 地 震 导 致 家

中 网 络 中 断 的 群 众 ，为 他 们 上 门 安

装 或 者 修 复 。”临 夏 电 信 工 作 人 员 罗

登 辉 说 。

在陈家村板房安置点，马成霞正

在 给 女 儿 洗 头 ，屋 子 里 的 火 炉 上 烧

着一壶水。

“对面就是水房，接一次就足够一

天使用，特别方便。”马成霞说。

水 房 内 ，四 个 水 龙 头 可 以 同 时 使 用 。 水 池 旁 边 ，还 摆 放

着 一 个 大 桶 ，里 面 是 已 经 烧 开 的 水 ，居 民 可 以 根 据 需 要 随 时

接开水。

“我们在 12 月 22 日晚上连夜调来 4 台挖掘机，将输水管线与

主管道接通，随后在这里设置了 5 个取水点，24 小时为受灾群众

供水。”积石山县供水服务中心副主任马伟说，“安置点还有专门

的水管员，如出现出水故障，可以随时上报抢修。”

为了保障群众吃水安全，省市县疾控中心多次来到安置点对

水质进行现场检测。“经检测，各项指标都达标，群众可以放心使

用。”马伟说。

记 者 在 安 置 点 还 看 见 ，群 众 家 中 都 放 着 煤 炭 ，可 以 取 暖

做 饭 。

“安置区 50 米内就是煤炭堆放处，群众可以登记后按需取

用。”陈家村过渡安置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人马啸波说。

在安置区的中间地段，10 间板房依次排列，这是为群众配

套的厕所。

“这些厕所能够满足安置点群众的需求。”马啸波介绍。

据了解，目前，安置点相关配套设施全部到位，实现了通暖、

通厕、通水、通电、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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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杜雪琴 吴涵

《父与子》《城南旧事》《闪闪的红星》……12

月 30 日上午，在大河家镇大河村 137 号安置房

内，十几个孩子坐在书桌前，来自临夏县黄泥湾

镇程家川中心小学的老师胡宜芳正带着他们畅

游书海。

“五年级下册的课文《祖父的园子》就是选自

萧红的这本《呼兰河传》，孩子们除了学习课本上

的知识外，还可以在这里丰富课外知识。”胡宜芳

说，爱心书架上的少儿读物都是根据“中小学课

外必读书目”为孩子们整理和挑选的。

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读者出版集团出

资 100 万元为积石山地震灾区受灾群众建设“农

家书屋·读者爱心书架”。

“我们首批购置的 100 个书架、17830 册书

刊运抵积石山县后，在积石山县石塬镇肖红坪

村、刘集乡团结村、大河家镇陈家村、大河家镇大

河村等安置点建成‘农家书屋·读者爱心书架’。”

读者出版集团有关部门负责人说。

据介绍，首批捐赠的图书、刊物 370 种，经过

读者出版集团内部广泛征集、精心筛选，书刊内

容涵盖各个领域。

“我们想为安置点受灾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

供内容丰富、种类齐全的优秀书刊，帮助他们通

过书籍获得心灵慰藉，点亮生活希望，坚定自信

自强，齐心协力早日重建美好家园。”读者出版集

团有关部门负责人说。

“爱心书架开放时间是上午 8 时 30 分到 11

时 30 分，下午 2 时 30 分到 5 时 30 分，家长和孩子

们可以自由阅读，如果想要带回去看，也可以登

记借阅。”正在整理图书的大河家小学老师索永

清介绍。

在图书借阅登记簿上，记录着孩子们当日借

阅的书籍，从儿歌到童话再到小说，老师帮助孩

子们选取了许多适宜他们年龄段阅读的书。

大河家小学四年级的学生马丽娜正在仔细

挑选着图书。

“我最喜欢的书是这本《一颗螺丝钉》，讲的

是雷锋叔叔在大雨中帮助别人的故事。雷锋牺

牲后，他帮助过的人，会继续帮助更多的人。”马

丽娜向记者讲述着书的内容。

“地震后，有很多像雷锋叔叔一样的好心人

帮助了我们，长大后，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去帮助

更多的人。”小女孩的眼睛闪闪发光。

最 是 书 香 润 人 心

放 心

“出发之前，我们就统筹考虑到灾区

对火炉、灭火器、一氧化碳报警器等设施

的需要。”受灾群众住进帐篷后，刘永东

和同事线上线下积极宣传消防知识，同

时 给 每 家 每 户 都 安 装 了 一 氧 化 碳 报 警

器，在每个帐篷门口放置灭火器。群众

搬进板房后，刘永东又仔细检查报警器

和灭火器的位置，确保群众安全。

除此之外，刘永东还运用自己的专

业知识，与当地党员干部和消防救援人

员一起，组织村民进行消防演练，一方面

让村民掌握避险方法，一方面也让大家

更加团结、人心更加凝聚。

为了方便群众反映问题，刘永东建

了“秦阴村抗震救灾群”，及时解决群众

遇到的困难。

“ 谁 家 房 子 漏 水 、谁 家 缺 少 什 么 物

资，都会在群里说。”刘永东告诉记者，村

里有些社的安置点离工作区域比较远，

村民有事在群里说就不用来回跑了。

除了线上解决问题，刘永东与同事

每天都要入户走访，晚上大家休息之前

逐门逐户进行安全提示。

安 心

地震发生后，物资分发成为群众普

遍关心关注的问题。“要确保物资使用管

理过程公开透明，才能让群众安心。”为

此，刘永东和同事摸索出了物资从领取

到分发的一套工作办法——

村里去镇政府领取物资时要登记签

字，村里分发时召集 8 个社的社长，按照

每社户数进行分发，最后在微信群和公

示栏对物资发放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公

示，做到“进出有台账、分发要登记、流水

可佐证、资料要齐全、审计不违规、干部

要清白、关切能回应、群众要认可、督查

可过关”。同时，公布服务电话和监督电

话，接受群众监督。

在分配一些数量有限的物资时，刘

永东会召集村民代表、乡村干部、驻村工

作队共同商讨，综合考虑每一户的具体

情况，优先分配给地震中有伤亡或家里

有残疾人、家庭困难的村民，及时进行公

示，让群众能够安心领取和使用物资。

“这两天我们在组织消防救援人员帮

村民搬运房子里一些比较重要的物件，会

提前进行检查，确认安全后进去搬运。”刘

永东说，这些东西对群众来说很重要，及时

送到群众手中，让大家安心。

说话间，“搬运小分队”走进了曹存

莲家，搬出了洗衣机、衣柜，还有曹存莲

儿子的一本毕业纪念册。“家人在，熟悉

的物件在，不管住在哪，心里都是踏实

的。”曹存莲说。

舒 心

记者跟随刘永东敲开了曹学锦家板

房的门，屋内暖意融融，夫妻俩正在看电

视节目。

“电视信号怎么接通的呢？”记者好奇。

“ 现 在 板 房 里 电 、网 都 通 了 ，插 上

机 顶 盒 就 可 以 看 电 视 。”曹 学 锦 说 ，他

没 想 到 受 灾 群 众 这 么 快 就 能 住 进 板

房，各项安置工作做得都非常到位，现

在 吃 喝 水 电 暖 什 么 都 不 用 愁 ，可 以 好

好过个年了。

说起过年，刘永东指着板房区尽头

的一摞大蒸笼对记者说：“那是我们准备

的各类大型厨具，方便村民过年时蒸馒

头煮饺子。”

在确保群众居有其所、温暖过冬的

基础上，如何让各项工作更规范、让村民

在安置点的生活更舒心，是刘永东一直

在思考的问题。

“我们在安置点建立‘一组两室三员

两队一群’组织架构，一组即村民自管小

组，两室即党建工作室和涵盖群众接待、

医疗服务、治安警务、矛盾调处、心理辅

导和就业服务工作的‘六合一’综合服务

室，三员即治安员、安全员、卫生员，两队

即水电服务队和志愿服务队，一群即安

置点微信工作群。”刘永东介绍。

在提供各项贴心服务的同时，刘永

东也动员群众自力更生、互相帮助。“板

房区的地砖是村民一起铺的，每家每户

板房的烟囱也是互相帮忙安装的。大家

一起努力，日子就会过得和谐美好。”

秦阴村村口有棵大树，孩子们在旁

边的蹦床上玩得正开心，老人们安然地

下着棋。刘永东匆匆投入到下一项工作

中，用脚步一寸寸丈量着土地，与村民们

一起走在重建美好家园的路上。

让群众生活放心安心舒心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马 颖

12月 29日午后，一阵大风吹过

积石山县石塬镇秦阴村，刘永东手

机上的“秦阴村抗震救灾群”里弹出

一条消息：“62号房间的窗户玻璃被

风吹掉，请处理。”

“62号的玻璃掉了，你们抓紧过

去看一下，有啥情况随时联系。”看到

消息后，刘永东暂停手头的工作，给

施工方负责人打电话通知处理。

刘永东是临夏州委政法委下沉

积石山县石塬镇秦阴村党支部第一

书记，地震发生后，他与州委政法委

4名干部迅速下沉，负责秦阴村的抗

震救灾工作。消防员出身的刘永东

有着参与各类救援的丰富经验，他

把这些经验与当地实际结合，探索

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这个药一天吃两次，一次一粒。让

孩子多吃饭、多喝水，吃饭比吃药重要。”

12 月 29 日下午，见到马军时，他正在为

一名得了支气管肺炎的孩童进行诊疗，

开好药后，他又细细叮嘱孩子家长如何

用药。

马军是临夏市人民医院医生，12 月

22 日，他和医院里的 10 名医生自愿报

名来到灾区。他和另一名医生马真被分

到积石山县大河家镇陈家村南环路板房

安置区为受灾群众诊疗。

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两张硬床板，

是两名医生在临时医疗服务点帐篷里的

全部“家当”。

各种常用药整整齐齐码放在马军手

边，方便随时取用。马军正在为患者看

病开药，忙得没有休息时间。

药是捐赠的，诊疗是免费的，看病是

专业的。为了服务更多群众，马军和马

真 24 小时值守，进来一个人看一个人，

白天困了就趁没人的时候在椅子上休息

会儿，晚上就在硬床板上和衣而卧，有人

进来赶紧翻身下床。

“现在药品完全能够满足群众所需，

哪种药用完了，我们会在微信群里上报，

根据需求及时配送。紧急使用的药品还

可 以 随 时 配 送 过 来 ，满 足 群 众 用 药 需

求。”马真说。

陈家村板房安置点有上千人入住，

如何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秩序，保护好

群众的财产安全？

“ 我 们 一 共 来 了 126 个 人 ，分 在 陈

家村的各个安置点周边。”在距陈家村

南 环 路 板 房 安 置 区 约 50 米 处 的 帐 篷

里 ，前 来 支 援 的 康 乐 县 公 安 局 警 察 马

学军说。

疏导交通、入户排查、定时巡逻、秩

序维护……马学军和队员们每天都忙得

脚不沾地。

“陈家村南环路板房安置区安置受

灾群众较多，运送物资车辆进出频繁，我

们每天都要巡逻近 20 次，目的是让群众

安心居住，不必担心安全问题。群众也

很支持我们的工作。”马学军说。

“有警察保护我们，有医生给我们看

病，我们感觉很安心。感谢党和政府！”

安置点内，居民马成霞感激地说。

正 是 下 午 时 分 ，冬 日 的 暖 阳 透 过

窗户铺洒在屋内，马成霞 66 岁的母亲

张 旭 华 盘 腿 坐 在 床 上 ，安 然 享 受 着 午

后的阳光。

用 心 解 决 群 众 所 需

12 月 29 日，在积石山县大河家镇陈家村集中安置点，群众正在

集中取水点接水。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蹊 冯乐凯

老师和孩子们一起阅读。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沈丽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