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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四堡子新村安置点。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 蹊

2023 年 12 月 18 日，一个令人悲恸而沉重的

日子。

当晚 23 时 59 分，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发

生 6.2 级地震，范围涉及我省积石山县、永靖县、临

夏县、临夏市、东乡县、和政县、夏河县等 7 个县

市。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造成 5 万余户 61.06 万

余人受灾，117 人罹难、785 人受伤，7740 户城镇居

民住房受损、24.39 万余间农村住房受损，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刻骨铭心的记忆里，留下难以忘却的伤痛，

更有坚韧不屈的奋斗。积“石”成“山”，重建美好

家园的壮举，见证生生不息的力量，绽放涅槃重

生的希望。

一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在

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祖国各地、四面

八方的倾力相助下，省委、省政府带领广大干部

群众，勠力同心、感恩奋进，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

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书写了“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温暖答卷。

今天，曾经满目疮痍的废墟，已重新焕发勃

勃生机。一排排漂亮的新房，门前还有精致的庭

院；走进美丽的校园，整洁的教室宽敞明亮、书声

琅琅；田间的日光温室，阳光下分外耀眼，忙碌的

村民笑开了颜……积石山下，地震的伤痛渐渐抚

平，美好的家园日渐复兴。

一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历史永远铭记，地震

灾害面前，我们与时间赛跑、与严寒斗争，仅用一

个月时间，全面打赢抢险救人、转移安置、保通保

畅、板房筹建、秩序恢复等多场硬仗，推动抗震救

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充分展现了抗震救灾的

“中国速度”。

这 是 举 国 同 心 、自 上 而 下 的 组 织 力 量 。 地

震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

示，要求全力开展搜救，及时救治受伤人员，最

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李强总理、张国清副总理

亲赴灾区指导做好抗震救灾工作。省委、省政府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

实 党 中 央 、国 务 院 决 策 部 署 ，主 要 领 导 靠 前 指

挥、科学统筹，全国各地救援力量、全省干部群

众和灾区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拧成了一股

绳、汇成了一股劲。

这是全力以赴、争分夺秒的救援力量。第一

时间抢修受损的基础设施，畅通救援“生命线”；

第一时间出动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抢抓“黄金

救援期”，千方百计搜救受灾群众；第一时间开展

隐患排查，防范次生灾害发生；第一时间做好诊

疗救治，尽最大努力抢救生命、减少伤残；第一时

间进行转移安置，确保受灾群众有衣穿、有饭吃、

不受冻……无数个“第一时间”，最大程度保障了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力量。中央

部委紧急拨付专项资金，迅速调拨救灾物资；兄

弟省市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给予人员、物资、技术

支持；人民子弟兵闻令而动，火速驰援灾区、全力

抢险救灾；社会各界捐款捐物、扶危助困，帮助受

灾群众共渡难关。党和政府的关怀，五湖四海的

爱心，汇聚为众志成城的巨大合力，为受灾地区

解燃眉之急，为受灾群众燃希望之光，给予我们

战胜灾害的物质保障和精神支撑。

这是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的奋斗力量。广大

党员干部深入灾区、走村入户，全力做好核灾救

灾、隐患排查、秩序维护等工作，及时把党和政府

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各参建单位马不停蹄、

连续作战，抓紧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推进活

动板房建设，有力保障受灾群众安全过冬、温暖

过冬。无数志愿者也忙碌在救灾一线，协助分发

救援物资，摸排登记受灾信息，组织群众互帮互

助、共渡难关。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这种力量，深刻体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充分彰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生动诠释中华民族风雨同

舟、患难与共的家国情怀，是我们顽强不屈、战胜

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底气，必将帮助我们夺取抗震

救灾的最终胜利。

二

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大灾之后，百废待兴，

重 建 家 园 是 受 灾 群 众 最 急 迫 的 希 望 。 习 近 平

总书记十分牵挂积石山受灾群众，十分关心灾后

恢复重建，强调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

恢复重建工作，确保灾区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2023 年 12 月 25 日 ，距 离 地 震 发 生 后 仅 一

周 ，省 积 石 山 6.2 级 地 震 灾 后 恢 复 重 建 协 调 指

导小组正式成立，并在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召开

第 一 次 会 议 ，灾 后 恢 复 重 建 工 作 正 式 拉 开 大

幕 。 全 省 上 下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对 标 对 表 国 家《积 石 山 地 震 灾 后

重建总体规划》，高起点编制重建配套措施、高

站位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高频次调度项目建设

进 度 、高 标 准 强 化 项 目 全 程 监 管 ，有 力 有 序 推

进灾后恢复重建，用心用情把重建项目建成优

质工程、民心工程。

冬去春来，大地复苏。走进震后灾区，塔吊

林立、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各

级各方面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全力推动居民住

房修复重建，高质量高标准配套教育、医疗等公

共服务设施，加快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

设施建设，高效实施产业振兴项目……以最快速

度恢复灾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一年来，我们锚定“住有所居”，维修加固 9.15

万户住房、重建 1.05 万套安置住房全部完工并陆

续交付使用，统一减免楼房集中安置户 3 个月取

暖费、物业费，切实保障了受灾群众的住房需求。

一年来，我们紧扣“学有所教”，完成 209 所学

校维修加固、21 所新建重建学校建设任务，秋季

学期所有学校如期顺利开学，同时实现对积石山

县 231所学校“一对一”对口帮扶全覆盖。

一年来，我们立足“病有所医”，实施医疗卫

生机构重建和维修加固项目 40 个，恢复重建受损

县乡级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 179 所，有力有

效提升了灾区医疗水平。

一年来，我们兜牢“民生底线”，加紧实施养

老和社会福利项目，开展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

助，开发临时公益性岗位，举办职业技能培训，灾

区实现“老有所养”“弱有所扶”“劳有所得”。

一年来，我们着眼“居有所安”，进一步完善

了监测预警体系和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增强了防

灾避险和自救互助能力，灾区灾害防范应对能力

显著提升。

一个又一个民生项目的落地，让广大人民群

众安心又暖心，对生活充满了信心。这份高质

量、高速度的答卷背后，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责任与担当，是党和政府努力让人民群众过

上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

三

众志成城，重建家园。穿行于城镇乡村，灾

后的积石山已是崭新的模样。家有了，心安了，

乡亲们欢欣鼓舞，也对美好生活有更多期待。

在加力推进重建项目的同时，各级各方面立

足于当前、着眼于长远，将重建工作和新型城镇

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

起来，统筹开展产业重构、防返贫监测等方面工

作，不断增强灾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

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把“一键

报贫”机制作为夯实防止因灾返贫动态监测和帮

扶基础的重要抓手，组织干部与群众“面对面”商

定“一户一策”，进一步有效落实针对性扶持措

施，并通过以工代赈方式促进群众稳定增收，脱

贫攻坚成果得到了有效巩固和拓展。

聚 焦 培 育 乡 村 特 色 优 势 产 业 ，重 点 推 进 牛

羊、菜、薯、药四大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发展壮大

蔬菜、马铃薯、中药材、花椒等主导产业，创新制

定“一圈一棚一股一贷一岗”联农带农扶持政策，

灾区群众自我发展能力得到全面激发，产业振兴

的种子正在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着力维护灾区社会和谐稳定，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的宣传活动，帮助灾区群众充分了解重建政

策，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并积极主

动投入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灾区社会大局总体

保持和谐稳定。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地震发生到今天，

已经整整一年。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在干

部群众的日夜奋战中，新家、新产业、新生活……

从一份份规划、一张张图纸上落地，真实而可感

地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是令人震撼的奇迹，讲述

着新生的故事，升腾着无限的希望。

四

持续用力、久久为功。重建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效，既是新的起点，也是新的契机。全省上下

要再接再厉，借重建之机，帮助积石山地震灾区

走好发展之路，焕发更大的生机与活力。

让 灾 区 群 众 安 居 乐 业 、过 上 更 加 富 裕 的 生

活，仍面临很多艰巨而繁重的任务。我们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锚定灾后恢复重建“三年规划、两年完

成”目标，更好把灾后恢复重建与推动高质量发

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等工作紧

密结合起来，加快补上经济社会发展欠账，让积

石山成为更加宜居、更加美好的幸福家园。

当前，全力做好搬迁服务，是群众的热切期

盼。要充分发挥好安置点党群服务中心、包抓干

部、结对帮扶干部、驻村帮扶工作队作用，逐户逐人

了解实际困难，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在选房装修、

搬迁入住等方面提供贴心服务。要及时开展安全

搬迁运送、惠农资金发放、困难群众帮扶、随迁子女

就近入托入学等工作，加快公共服务项目建设进

度，跟进做好安置点社区管理和物业服务，多措并

举稳价保供，确保受灾群众搬得进、住得好。

产业发展是灾区群众增收致富的关键。要

持续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聚焦做好“土特产”

文章，调整优化种养结构，培育壮大主导产业，着

力打造特色产业带和种植示范基地，围绕牛羊全

产业链发展，打造千头肉牛、万只肉羊繁育中心，

在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上取得

更大突破。同时，大力推进配套产业项目建设，

深入落实金融信贷扶持政策，扎实做好配套产业

运营管理，力争实现特色产业一年见成效、两年

成规模、三年大提升。

让农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还要让农村美

起来。要以全面推进美丽甘肃建设为目标，以开

展灾后恢复重建生态修复类项目为牵引，深入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立足资源禀赋、人文历

史和特色产业，加快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

改善村容村貌、打造田园景观，让乡村的生态美

起来、环境靓起来、乡韵浓起来。同时，做好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全面提升民族团结水平；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确保灾区社会和谐

稳定、群众安居乐业。

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我们坚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勤

劳勇敢、顽强不屈的陇原儿女，一定能夺取抗震

救灾的最终胜利，一定能建设好灾区幸福美好家

园，交出一份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

优秀答卷。

本报评论员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温暖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