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没想到这么一个小盒子，还能防煤

烟中毒。”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居民马木萨

感叹道。

12 月 27 日，省市场监管局援助地震

灾区的 1200 个一氧化碳气体报警器送

达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安置点。

省市场监管局积极协调筹集一氧化

碳报警器，及时送达灾区，全部安装在帐

篷和板房内，对一氧化碳气体进行监测，

为灾区群众生命安全提供保障。

省计量院理化计量研究所所长艾贤

嵩说：“普通用途的报警器，报警设定值

一般是 200ppm，我们和厂家沟通对这

批报警器进行了调整，将报警设定值调

为 150ppm。主要是考虑到一氧化碳无

色无味，不易察觉，且板房空间较小且密

闭性强，一氧化碳不易挥发，会导致中毒

率提高。降低报警设定值，是为了更进

一步保障群众平安过冬。”

据了解，省市场监管局共采购 4500

台一氧化碳报警器，同时联系爱心企业

捐赠 11000台报警器，将陆续运抵灾区。

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省市场

监管局第一时间响应，深入救灾一线，主

动靠前服务，调动全省系统力量投入抗

震救灾工作中。省、州、县三级市场监管

部门迅速行动，加强特种设备隐患排查、

强化地震灾后价格监管、开展灾后产品

质量安全抽检等工作，稳定商品价格，维

护市场秩序，有序组织经营主体恢复正

常经营。

让 群 众 安 全 过 冬

关注积石山6.2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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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甘 肃·甘 肃 日

报记者 王虎

12 月 28 日上午，记者

走进积石山县刘集乡陶家

村集中安置点，活动板房

内，村民有的切菜做饭，有

的整理物品；活动板房外，

甘肃建投七建公司的工人

给地面铺砖，电力公司工

人检查用电设备。集中安

置点内一派繁忙景象。

从 帐 篷 搬 进 活 动 板

房，其间，群众必然会遇到

这样那样的困难，如何更

好地打通群众表达诉求渠

道，快速高效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

及时解决群众诉求、保

障群众用煤用电交通安全、

宣传党的政策和声音……

26日下午，陶家村以社为单

位，建立了 6个党员联系群

众微信群，为受灾群众提供

暖心服务。

“每个社的微信群里

包括村党支部书记、驻村

工作队、社长等都在其中，

社员有什么需求，我们看

到后会立刻联系他解决他

的诉求。”陶家村党支部书

记苏梅说。

26日下午，因担心危房倒塌，砸坏家里

的家具和沙发，陶家村三社的马小兰在微信

群里发消息，希望村干部帮忙搬出家里的家

具和家电。苏梅得知后，联系消防员和武警

战士，在确保安全情况下，用了一个小时的

时间，搬出了衣柜、冰箱等大件家具和家电。

“大家不用电热毯、电暖扇等电器时一定

要关掉，否则有火灾风险。”苏梅在微信群里

发出用电安全提醒。

民生无小事。建立微信群的初衷是能

第一时间解决群众诉求，积极帮助群众重

建家园。了解到安置点群众“吃水难”情况

后，苏梅积极联系县水务局协调解决，工作

人员很快为集中安置点通上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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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积石山讯（新 甘 肃·甘 肃

日报记者王虎）经过全体援建人员

的努力，截至 12 月 29 日 23 时，由中

铁二十一局援建的积石山县学校过

渡性教学活动板房共 1217 个已完

成搭建。

为保质保量完成学校活动板房

搭建任务，中铁二十一局指派专人

查看道路运输情况和学校场地情

况，组织人员合理规划。根据教育

部门复课需求搭建活动板房，平均

每个学校投入 1 台吊车、1 台随车

吊、15 名人员，共投入人员 855 人、

吊车 57 台、随车吊 57 台。在搭建

过程中，施工人员加班加点，战低

温、斗严寒，不分昼夜，在 30 小时内

完成了积石山县学校过渡性教学活

动板房搭建工作。

据介绍，积石山县学校过渡性

教学活动板房需求学校有 55 所，其

中中学 2 所、小学 40 所（含附设幼

儿园 31 所）、独立幼儿园 13 所。目

前，援建人员正进行电路接入、板房

维修、场地清理等工作。

积 石 山 县 学 校 过 渡 性
教 学 活 动 板 房 搭 建 完 成

本报积石山讯（新甘肃·甘肃日

报记者杜雪琴 通讯员赵利强）截至

12 月 28 日 8 时，中铁二十一局援建

积石山县地震灾区 2730 套临时安

置房全部完工。

为高标准援建临时安置点，让

受灾群众在临时安置点住得舒服和

安心，中铁二十一局抗震救灾前方

指挥部严格按照各安置点现场设计

方案，明确现场安装与测量放线技

术交底，进行安置板房建设。前方

指挥部派出现场施工技术组、安全

质量督查组进行 24 小时巡查，对现

场问题下发整改通知单，确保标准

执行到位。

考虑到受灾群众冬季取暖和室

内电器开关、插座等细节问题，中铁

二十一局还为每个安置房统一设计

了取暖炉管控开孔方案，由各单位

按照标准尺寸和位置开孔，并对室

内电源开关、插座、灯具等问题统一

安装调试，确保了受灾群众入住后

能够立即使用。

据介绍，中铁二十一局在大河

家镇陈家村安置点搭建了 343 间活

动板房后，第一时间引来自来水的

同时还搭建了两处临时取水房，安

装水龙头，对明管进行电热丝保温

层保温，加装电热水炉，保证安置点

24 小时有开水供应。

积石山县 2730 套安置房完工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杜雪琴

“你好，能帮我们看一下电

路吗？”“好的，我们马上就去。”

在临夏州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大

河村集中安置点上的国网临夏

供电公司“连心桥·光明驿站”，

工作人员接到住在活动板房的

群众诉求后，立即前往处理。

“我家有个开关不灵敏！”“我

们有个插座充不上电！”“我可以在

你们这里充一下电吗？”……在

“连心桥·光明驿站”，时不时有群

众前来寻求帮助。

“这里很方便，手机或者设备

没电了可以随时在这里充电，还

可以受理用电诉求。”大家对“连心

桥·光明驿站”的服务赞不绝口！

“ 连 心 桥·光 明 驿 站 ”的 背

后，是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省市

县三级公司坚守一线，为灾区群

众做好电力服务的写照。

地震发生后，国网甘肃省电力

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省市

县三级公司立即进入应急状态，组

织电力灾情排查，全力开展抗震救

灾电力供应保障工作。

地震发生后，经过连续 18

个小时不间断抢修，截至 19 日

18 时 50 分，积石山地震影响线

路全部恢复供电。

“集中安置点 50 间以内的

板房，用原来的变压器负荷可以

带电；50 间以上的板房，要新增

变压器 48 台，新建 10 千伏线路

6.165 公里，新建阻力杆塔 191

基。”国网积石山供电公司党支

部书记方佩静说。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共有

1168 人、232 台车辆投入现场电

力抢修和安置点帐篷接电工作，

截至 12 月 28 日，完成所有活动

板房通电任务。

“今天我们分两组开展安全用

电隐患处理，大家要详细排查，确

保全面消除用电隐患。”12月30日

上午，“连心桥·光明驿站”负责人

给大家安排了工作任务。

随着抗震救灾工作全面转

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国网临夏

供电公司抗震救灾应急抢修人

员也开始在各集中安置点开展

安全用电隐患排查治理、用电安

全宣传等工作，全力保障各安置

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光明驿站搭起连心桥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杜雪琴

12 月 29 日，大河家镇韩陕家村十社

的受灾群众从帐篷搬到活动板房已经 3

天了。

大家搬进“新家”，房间是否暖和？物

资是否充足？生活是否便利？

记者来到大河家镇韩陕家村十社的

集中安置点实地走访。

敲开一扇虚掩的房门，房间里：单人

床拼成的一张大床上，床单铺得平平整

整，被子叠得有棱有角；橱柜和桌子擦得

一尘不染，水杯水壶摆放得整整齐齐；进

门的屋角上，土豆、白菜、水果箱、食用油

和水桶有序摆放；火炉上，烧开的水正“咕

嘟咕嘟”响着，炉面被擦得发亮。

“都是我和爱人收拾的，只要一家人

在一起，不管住在哪里，都是我们的家。”

房子的男主人马天吉说。

马天吉告诉记者，房间里的物品，有

一些是从以前的家中搬出来能用的家具，

也有一些是这几天发放的物资。

马 天 吉 一 家 7 口 ，上 有 老 人 要 照

顾 ，下 有 儿 女 要 养 育 。 平 日 里 ，马 天 吉

出 门 打 工 ，妻 子 操 持 家 务 ，照 顾 老 小 ，

家庭和睦。

“经历了地震，一家人从帐篷搬到活

动板房，更觉得要好好照顾家人，珍惜当

下的每一天。”马天吉说，这么快就能有个

稳定的住所，已经很满足了。

马天吉介绍，现在的集中安置点，通

水通电，网也接通了，房间里装了一氧化

碳报警器，住着很放心。

刚刚搬进活动板房，马天吉便和妻子

一起收拾这个小屋，打扫卫生，清洗床单

衣物，摆放家具，几天下来，十多平方米的

房间，拾掇得整整齐齐，简单的活动板房，

成了温馨的“新家”。

“家就要干干净净，有模有样！”马天

吉说。

温 暖 的 “ 新 家 ”

12月 29日，国网甘肃供电工作人员正在为群众调试设备。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蹊 冯乐凯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杜雪琴

12月 24日晚上 11时 25分，唐煜回到村委会值

班室，打开小本子，开始整理需要开展的工作：

张卫忠家里有两位 90 岁的老人，最先安置进

活动板房；

有一批物资要进来，必须做好登记，发放到位；

有村民对安置政策不太明白的，还得再打电

话给说说；

……

唐煜的小本子上，写满了一项项工作安排。

唐煜是临夏州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

任，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被抽调下沉到积石

山县柳沟乡尕集村，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24 日，记者跟随唐煜，记录了他的一整天。

“昨晚第一批群众已经住进活动板房，我得去

看看！”上午 8 时刚过，唐煜就出门了。

“起来了吗？昨晚冷不冷？”“用炉子一定要小

心一氧化碳中毒！”“帐篷拆除的时候要把老人和孩

子先安顿好！”……在安置点，唐煜不停嘱咐着大家。

“老唐喜欢给我们说，我们也愿意听他讲。”尕

集村村民张寿雄说。

10 时 33 分，唐煜接了一个电话后说：“走，我

们要回村委会临时开个短会。”

在尕集村村委会办公室里，柳沟乡有关负责

人向大家逐条传达关于抗震救灾的政策与要求，

唐煜和村干部们认真记录着。

“每一条都关乎受灾群众利益，一定得给大家

宣讲到位。”唐煜说。

12 时刚过，眼看到了午饭时间，一辆装着矿

泉水、方便面、食用油等物资的车开了过来。

“各社社长和志愿者请来村委会院子领取物资！”

微信群里发完通知，唐煜和村干部立即开始清

点、登记、搬运，按照各户实际需求分发物资……

“基本生活物资按户平均分配，特殊用品优先

给家里有老人、孩子和孕妇的家庭。”“每家每户都

有，大家排好队。”

在唐煜的组织下，一车物资顺利发放结束。

此时已是 14 时 21 分，唐煜和村干部才吃午饭：泡面和饼子。

开水倒进面碗里，唐煜忙不迭地又开始安排接下来的工作：“吃

过饭，我们再分头到村里各户走走，一是查看房屋损坏情况，二是劝

阻村民，不要擅自回家搬东西。”

16 时 14 分，在值班室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唐煜又出门了。

全村房屋状况，唐煜已经查看过一次，他还不放心，决定再去看看。

“张印顺家东房 5 间倒塌，需要重修；安志西家正房有裂缝，需要

修缮；安三详家房屋整体结构完整，可以住人……”

唐煜在小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排查过的每一户的情况。

19 时 46 分，天色渐晚，尕集村两个安置点上，亮起了星星点点

的灯光，唐煜又出门了。

这一次，他要去走访安置点的受灾群众。

认真检查每个帐篷和活动板房的通风口有没有打开；

详细询问受灾群众今天发放的物资是否都收到，家里的老人和

孩子是否都安置妥当；

根据每一户不同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宣讲抗震救灾政策；

……

“老乡，要相信将来的家会更好！”

走出最后一顶帐篷，唐煜和大家挥了挥手，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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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石山县大河家镇集中安置点，中铁二十一局工作人员正在施工。连日来，中铁二

十一局抗震救灾前方指挥部严格按照各安置点现场设计方案进行安置板房建设。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冯乐凯 田蹊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12 月 26 日，在积石山县大河家镇

周家村，当得知一名 8 岁的小男孩经常

半夜惊醒，总感觉周身不舒服时，甘雪莹

温柔地和小男孩深入交谈，对孩子进行

心理疏导，并告诉孩子的家长，让他们平

时有意识地多鼓励孩子，帮助他树立自

信心，培养勇气和胆识。

甘雪莹是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的一

名心理医生。12 月 19 日凌晨 5 时，包括

她在内的 16 人心理援助团队从兰州出

发，第一时间奔赴灾区，他们是第一支抵

达灾区的心理救援团队。

积 石 山 县 受 灾 区 域 广 、受 灾 人 数

多，团队负责人省二院副院长何蕊芳把

目光放在积石山县周边县区医院的心

理医生身上：“你们能来灾区进行心理

救援吗？”

“一定来，我们也想为灾区人民出点

力。”各县区医院心理医生、学校心理老

师纷纷响应，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和何蕊

芳团队一同为受灾群众进行心理疏导。

在何蕊芳的倡议下，54 名心理救援

人员快速集结，他们一边线上培训，一边

现场工作，在地震发生后 24 小时内完成

了对地震遇难者家属的摸排走访。

“第一时间了解受灾群众精神状态，

有助于后续针对性开展心理疏导。”何蕊

芳说。

稳定受灾群众情绪、倾听陪伴、巡查

随访、群体心理宣教……在 10 多天的工

作中，何蕊芳、甘雪莹和几十名队员一

起，白天走村入户进行心理疏导，晚上邀

请专家为新加入的队员进行线上授课，

一刻不停地在灾区忙碌着。

在地震受灾人群心理救援过程中，

老年人是何蕊芳团队重点关注的群体。

“老年人运动能力受限，适应能力降

低，需要特别关注。”何蕊芳说。对一些

需要帮助的老年人，心理救援团队队员

用亲切的语调和他们交流，帮助他们调

整心理状态，积极面对生活。

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何蕊芳团队

帮助受灾群众驱散灾难的阴霾，重新燃

起生活的希望。

点 亮 心 灵 之 光

心理救援团队队员和孩子们交流。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蔡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