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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集中安置，马哈克木家属于原址重

建，如今，经过重建和验收的新房子不仅修葺

一新，而且坚固稳当。

住房是民生之要。

地震中，积石山房屋受损达 236709间。为

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积石山县把保障群众

住房安全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来抓，先后组织 3

轮次的群众房屋安全等级鉴定，确定维修加固

29159 户、原址重建 10004 户、集中安置 10015

户，建设集中安置点 13个。其中，楼房安置点 6

个 241栋 8099套，平房安置点 7个 1916套。

同时，在各安置点还同步配套了学校、医

院、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新建、改扩建供水、

供热、通信、道路等市政设施。

暖了身 更暖心

确保灾区群众安全温暖过冬，是一项硬任

务，要不折不扣完成，不能留一丝纰漏。

清晨，积石山县吹麻滩镇城南社区热源厂

项目现场机器轰鸣，工人正在安装配电室、中

控室设备，施工紧锣密鼓进行。

作为项目工作专班成员，积石山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物业股股长张永辉大多数时间在

建设现场督促施工进度。即使节假日期间，他

依然坚守岗位。

“城南社区热源厂项目总投资 1.37亿元，项

目安装 58兆瓦循环流化床热水锅炉及其配套附

属系统，一级供热管网 4.55 公里，供热总面积

72.36万平方米。”张永辉介绍，城南社区热源厂

辐射高关村集中安置点和棚户区改造小区 5100

多户居民，以及5所中小学幼儿园和3家医院。

连日来，当地政府和项目建设单位倒排工

期、加快进度，做好设备安装调试，加强施工质

量和安全监管，确保如期供暖。

张永辉说，项目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工作

专班和建设单位密切配合，克服持续降雨带来

的重重困难，和时间赛跑，赶在供暖季到来前

完成建设任务。

截至目前，城南社区热源厂主体已基本完成。

“参与灾后恢复重建责任重于泰山，施工

安全和质量不能有半点马虎。”中铁二十一局

城南社区热源厂项目负责人闫明远说：“施工

现场 200 多人三班倒，24 小时不停歇，只为早

日完成供热项目，保证按时为搬迁群众供暖。”

一场秋雨一场寒，积石山县气温下降，秋意

日浓。在大河家镇四堡子村陈尕萍家，陕西柯瑞

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两名工作人员正在安装

空气源热泵热风机，接线路、调设备，忙碌不已。

不久前，陈尕萍家完成了维修加固和部分

房间的原址重建，听说村里要实施北方地区清

洁取暖“煤改电”项目，政府补贴力度大，她抓

住机会，更换取暖设备，用上安全、干净的热风

机，从此告别了过去“烧煤倒灰”的日子。

“ 热 风 机 跟 空 调 一 样 ，用 遥 控 机 操 控 温

度。在 11 月至来年 3 月期间，‘煤改电’户可享

受电价优惠政策，每度电仅需 0.26 元。”工作人

员耐心地介绍机器使用方法、用电量、分时电

价、运行补贴等知识与政策。

陈尕萍拿起遥控板，打开刚刚安装好的热

风机。一两分钟后，热风拂面而来，“最近阴雨

天多，夜晚气温最低只有 2 摄氏度，以后可以用

热风机取暖了。”陈尕萍满脸喜悦。

“煤改电”项目作为一项民生工程，一头牵

着群众家庭的“温度”，一头连着大气空气质

量。积石山县农业农村局新农村建设股股长

肖远鹏说：“为了让受灾群众能温暖过冬，今年

7 月，我们根据群众意愿，在大河家镇、刘集乡、

胡林家乡等受灾较重的乡镇深入实施‘煤改

电’项目，在群众搬迁新居的同时，按照每家 2

台的标准，为 3000 多户安装热风机。”

楼房集中安置点采取集中供暖方式，平房

集中安置点部分群众采用烧煤炭方式取暖，针

对这部分群众，当地如何保障大家买到放心煤？

在大河家镇康吊村集中安置点旁，大棚里

亮黑的煤炭高高堆起。这是大河家镇二级煤

炭供应点，每年冬季临近，附近乡镇的村民都

到这里购买取暖用的煤炭。

“今年煤炭价格相对去年同期较低，我们早

早着手准备储存煤炭，10 月初，从宁夏拉来了

2000吨无烟煤炭。”供应点负责人王志盘告诉记

者，当天卖了7吨煤，群众对煤炭的品质很满意。

与此同时，积石山县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深

入贫困户家庭，详细了解困难群众过冬需求，积

极筹措资金，购买煤炭 1365吨，向群众发放。

积石山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进祥

说：“我们还推出电暖器等供暖设备以旧换新，

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更

新群众取暖设备，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人心齐 泰山移

在震后的废墟之上建起新家园，需要多长

时间？

不到 10 个月，这是积石山的答案，也是积

石山的速度。在重建中，各级政府狠抓安全、

质量、进度“三个重点”，始终把安全摆在第一

位，带领建设者们重建新家园。

赵天鹏，是中铁二十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

司积石山灾后重建项目部的总工程师，3月来到积

石山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就再没离开过。现在，他

和项目部成员正为朝阳社区的建设收尾奋战。

“我们 3 月 15 日进场，保质保量完成了朝

阳社区 5 栋楼的建设，目前这 5 栋楼 152 户的

钥匙都已交付社区，剩下的道路、给排水管道、

照明设施等室外配套工程正在建设当中，10 月

底完工。”赵天鹏说。

集中安置点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建设初

期，工地没水没电没路，赵天鹏带领项目部成

员克服一切困难，24 小时不间断施工，仅用 43

天建成首栋楼。“早一天完成灾后重建，受灾的

群众就能早一天住进新房子，开始新生活。”赵

天鹏的话掷地有声。

赵天鹏和他的团队是一支打过多次硬仗

的队伍。在此次支援积石山灾后恢复重建过

程中，他们在秋季开学前还完成了积石山县第

五中学的建设。

和赵天鹏一样，来自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

二工程有限公司的杨博，是大河家项目经理部

总工程师兼大河家镇自来水厂项目负责人，同

样奋战在积石山的建设一线。

地震救援阶段，杨博带领团队第一时间为

灾区疏通了 20 余条道路，参与搭建活动板房，

完成了 60 余个临时教学点的安置。救援结束

后，杨博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大河家镇自来

水厂的建设当中。

大河家镇自来水厂是大河家镇一座新建

的 自 来 水 厂 ，项 目 含 12 个 单 体 ，建 筑 面 积 为

5440 平方米，疏配水管线为 8.1 千米。“眼下，

水厂所有主体结构和设备安装都已全部完工，

现在正在进行装饰装修、疏配水管线和室外工

程建设，10 月底全部完工。”杨博说。

据杨博介绍，大河家镇自来水厂的建成，

将为大河家镇 3200 户 2.3 万人带来安全饮用

水，同时保障大河家镇的工业用水。

“能够为灾区尽绵薄之力，帮助受灾群众尽早

喝上健康安全的饮用水，我们很自豪。”杨博说。

为刘集乡和大河家镇 2 个乡镇 14 个村供

水的积石山县北部崔家峡供水工程维修加固

提升项目，眼下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当中。

“原先为这些村子供水的旧水厂在地震中

受损，供水受到影响。我们的项目建成后，可

实现日供水量 7000 立方米、年供水量 255.5 万

立方米，能够满足乡村居民点的用水需求。”项

目安全负责人苗培基说。

该项目位于积石山县北部山区，雨多、雨

期长，给施工带来了一定影响，冒雨作业、加班

作业是建设者的工作常态。

苗培基告诉记者：“我们通过调整作业时

间，尽量克服雨季对施工的影响，确保高质量、

按时完成项目，尽快保障村民用水。”

地震无情人有情。在灾后恢复重建近 10个

月的时间里，积石山处处涌动着建设热潮——

集中安置点工作专班常驻项目现场，挂图

作战、倒排工期；

施工单位增派力量，日夜不停、轮班作业，

施工人员最多时近 3 万人；

专业监理队伍全程跟班作业，全过程把控

质量、安全和进度；

……

一栋栋新房子拔地而起，一个个新家园生

机勃勃，活力与希望在这里升腾。

既安居 又乐业

在大河家镇陈家村集中安置点不远处的

山脚下，几十座牛羊圈舍整齐排列，与田间金

色庄稼构成一幅宁静祥和的乡村画卷。

走进陈家村千头牛万只羊良种繁育中心，

一座座现代化标准圈舍次第铺开，育肥间、消

毒室、草料棚、拌料机等设施一应俱全。一旁

办公楼内的电子大屏上，实时显示全县养殖龙

头企业、养殖场状况，管理人员能随时掌握牛

羊圈舍、饲喂草料、打针防疫等现场情况。

“一个月前，我们从环县拉来了 500 只怀

孕的母羊，目前这些母羊开始陆续产崽，已经

有 70 多只‘羊宝宝’诞生。”积石山县畜牧发展

中心主任马清祥告诉记者，目前繁育中心正在

精心挑选 3500 只基础母羊和 100 头西门塔尔

基础母牛，10 月底将进行人工授精。

繁 育 中 心 项 目 占 地 196 亩 ，牛 舍 羊 舍 25

栋 ，总 投 资 3659.9 万 元 ，预 计 年 均 产 值 达 到

2500 万元以上。马清祥说：“繁育中心最近卖

了 3000 只育肥羊，向当年建成、当年见效的目

标迈出了坚实一步。”

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陈家村、四堡子

村 732 户群众需要集中安置。

搬进新居，意味着开启全新的生活方式。

为了带动两村搬迁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在

灾后恢复重建中，当地规划在陈家村安置点附

近建设一座牛羊繁育中心，由此，陈家村千头

牛万只羊良种繁育中心应运而生，繁育中心通

过入股分红、吸纳就业、土地流转等方式，让受

灾群众搬得舒心、就业放心。

来自陈家村的饲养员马尕西木挥动扫帚，

正在清扫羊舍。“喂羊、打理圈舍，不是什么重

体力劳动，离家也近。”马尕西木说。

繁育中心八成务工人员是受灾群众。“在政

府的帮助下，我们完成了房屋维修加固，生活也

恢复了正常。”马尕西木不等不靠，修缮好房子，6

月起来到繁育中心务工，每月可以拿到 3500元，

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在家门口开启了新生活。

马清祥介绍：“繁育中心不但提供就业岗位，

每年还为 732 户搬迁群众每户分红 1000 元，以

低于市场价格向当地群众提供良种母牛和母羊，

借此提高群众养殖积极性，降低养殖成本。”

在大河家镇梅坡村、甘河滩村，刘集乡刘

集村，还建设了肉羊、肉牛标准化养殖场和饲

草加工厂及配送中心。

“这些项目运营后，将带动积石山县饲草种

植、物流配送、劳务承包等上下游相关产业协同发

展，为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蓄势

赋能。”积石山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文房说。

为了帮助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带动群众增

收致富，积石山县全力推动富民产业发展，落

实好“一圈一棚一股一贷一岗”联农带农扶持

政策，加大产业扶持项目建设力度，大力发展

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积石山县灾后农户产业扶持项目韩陕

家蔬菜大棚，一株株嫩绿的樱桃番茄苗长势喜

人。工人正手持剪刀，小心翼翼地为每株秧苗

做植保、拉吊绳。

正在给秧苗拉吊绳的工人马组力哈，是韩

陕家村人。家里的房屋在地震中受损严重，拆

除后进行了原址重建。“新建的房子比以前要

更结实，住得更舒适。”马组力哈对记者说。

马组力哈和丈夫靠种地和养羊为生，听说

新建的大棚招工，她便到大棚里务工，每天有

120 元的收入。

栽苗、管护、采摘……马组力哈此前没有

种植大棚的经验，进入日光温室后，在技术人

员的指导下，逐渐掌握了技巧，现在已经干得

很熟练了。

“家里养了十几只羊，年龄大了去外面打工

不方便，现在能在家门口务工，赚钱和顾家两不

误。”马组力哈说，大棚种植蔬菜收益高，等攒些

积蓄，我们家也搞大棚种植，把日子越过越好。

每座大棚都有自己的“主人”，大棚入口的标

牌上清晰标明受灾群众信息。积石山县农业农村

局干部张印海说：“我们通过在安置点配套建设农

业产业项目联农带农，144座大棚能带动864户受

灾群众增收。同时，发挥示范效应，让更多群众投

身到现代设施农业，有稳定可观的收入。”

积石山县加快设施农业产业升级，计划 3

年新建高标准现代设施农业日光温室 500 座、

钢架大棚 500 座。目前，大河家镇韩陕家村、

梅 坡 村 、关 家 川 乡 何 家 村 3 个 集 中 安 置 点 的

283 座日光温室基本完工，种植了西葫芦、黄

瓜、甜瓜、西瓜等果蔬。

党旗飘 映初心

“地震后，地上裂开了一个大口子，不能再

住人了，大家赶紧搬吧。”自刘集乡阳洼村实施

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以来，二社社长

马达吾德语重心长地给社员们做动员工作。

马达吾德是一名有着11年党龄的党员，也是

村里有口皆碑的热心肠，谁家有事都会叫他，而他

也总是乐此不疲。地震发生后，他带领村民开展

自救，徒手刨出数名被困村民，还开着自己的微货

车，从乡政府到村子之间来回拉运救援物资。

“有事就叫我、找我！”这是马达吾德时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马达吾德的担当和奉献，村民都看在眼

里。今年，大家一致推选他为二社社长。

阳洼村位于山区，地势较高，村子在地震中受

损严重，被列入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整村搬迁。

“动员群众搬迁的工作比地震救援的难度

还要大。”马达吾德坦言。

村民故土难离，马达吾德就耐心做工作、

细致讲政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带头并动员

自家亲戚签订集中安置协议。

搬！从自己所在的二社到一社、三社、四

社，最后到全村，在马达吾德的带动下，村民们

纷纷同意整村搬迁。

在刘集、在阳洼，刘集乡乡长马竞的故事

也让人印象深刻。

初见马竞，她一头短发，干练利落、热情开

朗，“地震救援那会儿，我每天都是蓬头垢面

的，没时间拾掇，成天想的就是赶紧救人、赶紧

安置群众。现在有时间就收拾一下，提一提精

气神，展示咱们的精神面貌。”马竞笑着说。

马竞与记者聊起来语气轻松，但地震以来

的工作却并不轻松，对待工作的态度更是没有

一丝松懈。

刘集乡是全县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

地震发生当晚，马竞连夜赶到单位，组织全乡 8

个村党支部成立由党员干部、青年志愿者组成

的应急救援小分队，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救，

最大程度保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摸排灾情、调度人员、发放物资、转移伤

员……马竞冲锋在前连轴转，在全乡各个村社

奔波，查看受灾群众生活情况，为受灾群众发

放生活物资、协调搭建活动板房，保障受灾群

众有衣穿、有饭吃，不受冻、不挨饿。

地震救援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难题更多，

马竞马不停蹄投身其中。

为了帮助阳洼村的 278 户群众搬迁到集

中安置点，马竞深入基层、扎根村中，蹲点月

余、耐心沟通，进村入户了解村民家庭人口、上

学就业、安置意愿等情况，摸清难点，带领群众

到集中安置点实地了解住房、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规划和后续产业配套等情况，和群众一起

细算教育账、医疗账、收入账、发展账，用心用

情用力动员群众积极主动向集中安置点搬迁。

截至目前，刘集乡村民群众住房原址重建和

维修加固都已完成，集中安置 1275户，已完成协

议签订1237户，领到钥匙的村民陆续搬迁入住。

“马乡长，我家马上搬完了，欢迎你来我们

新家吃饭！”

“好，一定！”

在地震考验面前，马竞挑最重的担子、啃

最硬的骨头，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一致赞誉。前

不久，她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在积石山灾后恢复重建的主战场，在服务

灾区群众的最前沿，还有一大批像马竞、马达

吾德这样的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真抓实干，让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从一张蓝图到全景绽放，从满怀期待到终

成现实，积石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故事仍在

续写，一定能够建设好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美

好新家园。

向 着 幸 福 生 活 再 出 发

积石山县刘集乡干部入户了解搬迁安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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