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编委 / 董健人 责任编辑 / 祁国忠 版式设计 / 敬存 校对 / 冯大馨新闻热线：0972-8689526 广告热线：0972-8689578 投稿邮箱/hdrbxw@163.com

2023年12月24日 星期日 农历癸卯年十一月十二 今日4版

中共海东市委主管主办

HaiDong DAILY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63-0028 邮发代号：55-11 第1141期 总第5739期

边督边改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类型

地区

互助县

乐都区

化隆县

平安区

海东市

全市累计

移交

件数

1

1

1

1

4

227

水

44

大气

1

1

54

土壤

31

生态

1

1

49

辐射

2

噪声

1

1

26

其他

污染

1

1

21

污染类

型合计

1

1

1

1

4

227

本报讯（记者 李永兰）2023 年 12 月 23
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海东市
交办了第三十一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 4件

（来电 3件、来信 1件），涉及海东市 4个县区，
其中，互助土族自治县1件，乐都区1件，化隆
回族自治县1件，平安区1件。

群众举报反映问题，涉及大气污染1件，生
态污染1，噪声污染1件，其他污染1件。第三
十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已经移交相关县区，
各地各部门正在按程序抓紧办理。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海东市
交办第三十一批生态环境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本报评论员 李富生

12月18日，积石山6.2级地震致使海东市民
和、循化、化隆等地人员伤亡，房屋、水、电、路、通
讯等基础设施不同程度损坏。

据记者现场报道，全市上下认真组织开展群
众转移安置、救灾物资调运、救助补助发放等工
作，目前已在民和县、化隆县、循化县设立141个
临时安置点，安置受灾群众18259人，累计发放
到位救灾帐篷、折叠床、棉被褥、棉大衣、取暖设
备等各类救灾物资5.94万件套，确保受灾群众得
到及时妥善安置。同时，正在加快建设装配式活
动板房，为在地震中房屋受损严重的群众提供相
对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
过冬。

当地震来临时，我们无法阻挡，但可以全力
开展搜救、救治伤员、调拨物资、妥善安置受灾群
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使之不受冻、有饭吃、有
衣穿、有临时安全住所、有干净水喝、有病能及时
医治，这也是当前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

此次地震发生地海拔较高，时值冬季，天气
寒冷，夜间温度极低，尤其是民和县中川乡草滩
村、金田村，地震引发的“砂涌”现象，导致大量房

屋被淤泥包围、冲毁，有群众失联。如何安置受
灾群众，让他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温暖过冬，成
了当下最为紧迫的任务。

温暖过冬首先要妥善解决冬季取暖问题。
西北地区冬季长，农村的冬天尤其寒冷。对受灾
群众来讲，妥善解决冬季取暖问题是一件刻不容
缓的大事。有消息称，此次灾区初步排查鳏寡孤
独720人、留守儿童724人，必须加大对他们的关
心关爱，快速行动、快速响应，以高效负责的态
度，切实做好防寒保暖工作，诸如棉帐篷、折叠
床、棉被、棉褥、火炉等物资，必须高效、精准、负
责下发到每一位灾区群众手中。

其次，还要抓紧解决过渡性住所，画出作战
图、排出时间表，明确任务、措施、责任人，通过投
亲靠友、租房、政府安置等方式妥善安置，实现就
地、分散、多元化安置，该发放的生活补助及时发
放到位，落实好临时救助措施，确保受灾群众安
全温暖过冬。同时还要摸清因灾返贫致贫的边
缘户、监测户、困难户底数，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防止因灾返贫。

第三，要切实保障生活物资供应。一方面
要克服冬季天气寒冷等不利因素，千方百计确

保灾区群众的“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
的供应，不仅要让受灾群众吃饱，还要让他们
吃好。另一方面还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用心
用情做好遇难者家属安抚和灾后重建工作，积
极对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提供服务保障，全力做
好受损房屋鉴定、修缮、加固和重建等工作，
让灾区群众感到安心暖心，有信心有力量参与
灾后家园重建，积极面对生活，迎接更美好的
明天。

让受灾群众温暖过冬，这是民生底线，必须
守住。因此，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入
学习、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刻把受灾
群众冷暖安危放在心上，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
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实施更多有温度的举措，
落实更多暖民心的行动，为受灾地区广大群众安
全温暖过冬提供更多、更好、更暖心的服务，确保
灾区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本报记者 胡生敏
地震无情，人有情。
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从棉衣到帐篷，从

集结队伍到机械进场，从牛羊肉、煤炭到一笔笔
爱心捐赠，一批批救灾物资迅速从全国各地汇聚
到海东，向着灾区呼啸而来。

无论是政府、消防还是普通民众，他们迅速
行动起来，组成了庞大的救援队伍，展开了艰难
而不屈的救援工作。

他们是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搜救幸存者
的救援人员；

他们是赴一线、冲在前，全力以赴守护群众
的党员干部；

他们是将受伤群众抬上救护车紧急救治的
医护人员；

他们是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为灾区提供支
持和关怀的爱心企业；

他们是用一碗碗热腾腾的拉面为灾区民众
驱散寒意的“拉面大军”；

他们是迅速响应、闻令而动，在抗震救灾一
线彰显担当的青年；

他们是凝聚众志成城、抗震救灾正能量和传
递了人间真情的媒体记者；

……
无论是受灾群众，还是救援人员；无论是党

员干部，还是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面对关键时
刻的考验，大家都展现出了一种团结互助的精
神。

关键时刻拉一把，大家手拉手、心连心，就没
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12月 20日，乐都区高庙镇东村爱心人士马
学贵和长子马昊昱拉着满满一大车的救灾物资，
驱车100多公里奔赴甘肃省积石山县大河家镇，
为大河家镇可新民村、陶家村、四堡子村等 4个
村受灾群众捐赠矿泉水、馍馍、方便面、火腿肠、
水饺等共计18400元的爱心物资，让受灾群众在
寒冷的冬季暖胃更暖心。

“地震发生后，看到受灾人数不断增加，我们
感到非常难过，从新闻上看到政府和很多爱心人

士都在竭尽全力帮助灾区，大忙帮不上，但也想
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为受灾人员带去一丝温暖。”
马学贵说。

在马学贵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天灾无情、人间有爱”的高尚情操，更
看到了一片浓浓桑梓情，一颗乡贤赤子心。

关键时刻冲上去，危难关头站出来，就没有
过不去的坎。

“曼巴（藏语意为医生），我的肚子这几天隐
隐作痛，不知道怎么回事？”“自震后第二天，我的
头就开始不停的痛，就诊后才知道自己在地震后
跑出去着了凉，引起了风寒感冒。”……在化隆回
族自治县藏医院抗震救灾医疗服务点，现场围满
了就医的群众，临时安置点条件虽然简陋，却抵
挡不住医疗队为灾区群众服务的热情。

廖永青是化隆县藏医院的党支部副书记、院
长，从事卫生工作30年。在地震发生后，他第一
时间抽调具有抗震救灾经验的业务骨干10人前
往震后灾区塔加藏族乡曹旦么村。

去往曹旦么村的道路十分崎岖，到处是塌方
的碎石，来回路上需要三个小时的颠簸。为节省
时间，廖永青就和当地百姓在救灾帐篷中同吃同
住。

“这里的群众大多是因为地震中惊慌跑出家
门受到风寒引起的感冒，或者是受到轻微创伤骨
折的病人。”参加过玉树地震救灾的廖永青表示，
藏医药在应对突发灾难中的应急救治机制越来
越健全，所发挥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面对灾害，我们不会手忙脚乱。”廖永青细
心地为每一位前来就诊的群众检查、诊治，相互
帮助鼓励，几句简单的询问和问候就可以拉近彼
此的距离，将温情传递到每一个角落。

寒冷的冬日，狂风夹杂着沙土肆虐，却挡不
住共产党人勇敢向前的步伐。

“我是党员我先上，能做一点是一点。”有险
情的地方就有巾帼身影。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
化隆县塔加乡司法所所长杨吉卓玛心系群众安
危，第一时间奔走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

“阿哥，我跟您说，地震的时候千万不要慌

张，先找个就近安全的地方避一避，等平稳下来
后再迅速撤离到空旷的地方。”杨吉卓玛一遍又一
遍地向大家重复着，开展着安抚灾后群众工作。

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金色的党徽熠熠生
辉，当年许下的铮铮诺言，如今他们用行动书写
了为人民服务的忠诚担当。

关键时刻爱心接力，点点爱心汇成洪流，凝
聚起抗震救灾的强大力量。

青海省交控集团捐款 1049.65万元；明阳智
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捐款 1000万元；三峡集团
青海分公司捐款 1000万元；青海省残疾人联合
会福利基金会捐款 50万元；东川工业园区管理
委员会深圳市挪德公益基金会捐款40万元……

点滴汇聚，温暖传递。
地震发生后，黄南、果洛、海北兄弟州县来

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地区江苏无锡来了；天
津、山东、安徽、四川、湖北、广东、湖南、重庆……
灾情牵动国人心，爱如潮水汇灾区。

“这里收到的每一项捐赠都登记造册，哪怕
再小的东西，也不会漏登。”

“希望这批物资能改善受灾群众的生活。”
“希望他们能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抓好灾后

重建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灾害无情，人间有爱，这些瞬间让人暖心。
从民和三川地区走出来的土族阿姑吉晓玲，

面对家乡突如其来的灾难，第一时间联系了一批
棉帽、棉袜等保暖物品送到了老家；蓝天救援队集
结200余名有抗震救灾经验的队员来到中川乡帮
助救援，帮助当地有关部门装卸物资，确保及时发
放到群众手中；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团
在金田村、草滩村和中川乡人民政府3个救援点，
为当地群众和救援人员提供各项服务……

一箱箱物资、一辆辆运输车、一笔笔善款、一
份份爱心……送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
是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温暖、力量、希望和信心。

如今，这场守护生命的接力赛还在持续。
地震的痕迹无法抹去，但在震后的破碎和哀

伤中，我们见证了坚强与团结，也让我们更加心
安！

本报讯（记者 赵新秋）积石山6.2级地震发
生后，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官亭镇、中川
乡等地受灾，文物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青海
省文物局紧急下拨文物抢救保护专项资金10万
元予以抢救受损文物。

据了解，位于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官亭镇的
喇家遗址博物馆受地震影响，部分喇家遗址文物
出现破损。喇家遗址博物馆馆内墙壁出现裂缝，
墙皮明显脱落。一些展柜被震裂，展柜内大部分
陶器、玉器等文物被震倒甚至部分破损。“由于喇

家遗址出土的大部分文物都是陶器，地震发生
后，文物很容易遭到破坏，受损情况将进一步统
计后公布。”青海省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初步统计，地震造成喇家遗址博物馆200
余件展陈文物受损，明长城等多处国家和省县
级文保单位文物本体均受到不同程度损害。为
及时抢救保护文物，青海省文物局、海东市文体
旅游广电局等相关单位人员第一时间赶赴民和
县喇家遗址博物馆、卡地卡哇寺等文保单位查
看文物受损情况。

省文物局下拨受损文物抢救资金

这些温暖让我们心安

温暖过冬的民生底线必须守住

□新华社记者 陈国军 徐海涛 赵文君 吴梓溢
齐雷杰 王成

“办事方便吗？”“一站式做到了吗？”“居民们
平时都反映哪些问题比较多？”……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当地
的政务服务中心或便民服务大厅，察民情、听民
声。对于政务服务这一直接影响人民群众获得
感的领域，总书记多次指方向、明重点、提要求：

——“乡镇社区、企事业单位和窗口服务单

位都要把为民服务工作搞好，要以百姓满意不满
意为标准改进工作、改善服务，提高服务水平”；

——“要探索利用区块链数据共享模式，实
现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促
进业务协同办理，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为人
民群众带来更好的政务服务体验”；

——“更好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
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

……

一件事项办理，就是一面为民服务镜子。新
华社记者近期到河北、福建、广西等地政务服务
一线调研采访，围绕部分办事事项，走近基层办
事人员、来访群众，感受各地政务服务新气象，见
证基层政务改革新作为。

故事一：村里兴起“掌上开证明”
今年，租住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元庄

村的马延杰碰到了一桩急事：孩子要到县城读
书，家里需要提交居住证明。由于自己不在村

里，马延杰将电话打到村“两委”，寻求帮助。
按照村“两委”工作人员曹建辉提供的办事

流程，马延杰打开手机，登录“冀时办”App，实名
注册、确定选项、提交申请……不到半个小时，马
延杰就收到了电子证明。

一张证明，背后对应着千家万户的大事小
情。近年来，不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网上可办，
但在部分村镇，服务基础相对薄弱，群众办事时
有不便。

“以前开具类似居住证明等，村里人少不了
奔波，一趟交材料，一趟拿证明，碰到住得远或外
出务工，还需要长距离多次往返。”马延杰说。

如何让乡村办事像城里那样方便快捷？在
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过程中，石家庄市梳理基层耗
时多、频率高的证明事项办理难题，在全省率先
启动基层电子证明系统试点，推动基层证明网上
开具。

（下转03版）

百姓的“急难愁盼”，办！
——总书记挂念的百姓身边改革事之政务服务篇

新华社联合国12月22日 电第 78届联合国大会 22
日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春节（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
国假日。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戴兵在联大决议通
过后表示，春节作为中国传统民俗节日，不仅是阖家团
圆、辞旧迎新的日子，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等中华
文明理念，也承载着家庭和睦、社会包容、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等全人类共同价值。许多国家和地区把春节作为
法定节假日，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春
节。

戴兵说，中国推动春节成为联合国假日，是践行全

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务实行动。春
节正式成为联合国假日，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力
影响力，将有力促进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积极体
现联合国倡导的多元、包容文化价值理念。联大决议将
春节确定为联合国假日，得到了联合国会员国和联合国
秘书处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和踊跃支持。

联合国除了东道国的重要法定假日外，可由联大通
过决议，把世界范围内广泛庆祝的节日确定为联合国假
日，在当天尽量避免安排会议活动。联合国秘书长每年
都发表春节贺辞，向中国及所有庆祝春节 （农历新年）
的各国人民致以节日问候和祝福。

联合国通过决议将春节作为联合国假日

目前，全市共设立141个临时安置点，安置受灾群众18259人。12月23日18时，记者在海东市民和回
族土族自治县官亭镇喇家村一社安置点看到，20间折叠式集装箱房里配齐了火炉、折叠床、被褥等生活物
资，20户受灾村民正围绕在火热的炉子旁吃着晚饭。据该安置点负责人介绍，100间集装箱房正在安装，确
保每一位受灾群众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图为安置点航拍图。 本报记者 尕桑才让 朱得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