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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证：八方驰援的力量

大灾面前有大爱！
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
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之后，
李强总理和张国清副总理又先后亲临现
场指导工作。省委书记陈刚、省长吴晓
军从 12月 19日起，深入灾区现场指挥
抢险救灾工作。市委书记乌拉孜别克·
热苏力汗、市长王华杰连续 19 个昼夜
吃住在一线，一直到抗震救灾转入恢复
重建阶段。

此时此刻，全国各地将所有的目光
投向海东，纷纷伸出援手，我们再一次见
证了中国力量。

中央和省级财政已下达资金 1 亿
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下达我
省应急恢复重建中央预算内资金5000万
元；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拨付青海抗震
救灾专项资金800万元；兄弟省市工会捐
资750万元；北京市委市政府向灾区捐助
资金 500万元，并组织 10余名医疗专家
前往灾区巡诊送药；天津市委市政府向
灾区捐助资金 100 万元、应急物资 2460
件、移动板房50套；上海市委市政府向灾
区捐助资金500万元，并组建2支医疗团
队赶赴安置点巡诊送药；江苏省委省政
府向灾区捐助资金1000万元……

从震后第二天开始，资金、物资、人
力、机械……四面八方的援助开始源源
不断地向灾区汇集。

“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还有许多国
内外的地震灾害我都参与过，我希望用
我的经验和力量，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好
震后协调安置工作，尽可能地减少受灾
群众内心和身体上的伤痛。”来自山西省
临汾市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李刚带领 92
名队员来到灾区，并及时联系北京天使
妈妈基金会一同抗震救灾，为受灾群众
带来食物、药品、大衣、被褥等生活用品，
给受灾群众送去温暖。

2023 年 12 月 19 日 2 时 41 分，在民
和县中川乡草滩村、金田村，第一批身着

“橙色”救援服的队伍到达。
2023 年 12 月 19 日上午，刚休假一

天时间的王新宏主动请战迅速返回基
地，一边检查工具，一边待命。王新宏是
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救援分队的一名
电工。当天中午，王新宏所在的分队就
接到了向灾区驰援的指令。此时，他早
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和从西安、成
都、重庆等多个救援基地抽组的92人一
道，携带 32台（套）装备，第一时间奔赴
灾区。

“快，一定要快，只要还有一丝希望，
我们就绝不能放弃，要全力以赴，争分夺
秒，和时间赛跑！”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
救援队在挺进灾区时，政工保障人员用
对讲机进行战前鼓动。

“同志们，民和是我们的驻地，更
是家乡，我们和灾区群众血脉相通、骨
肉相连，大家要克服一切困难，抓住救
援的黄金时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大
家有没有信心？”第一个出动救援力量
的民和县川垣北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孟
昶慷慨激昂。

“海东兄弟，无锡来了！”得知地震
波及海东市后，江苏省无锡市快速组织
调配、采购应急救援物资、协调运输车
辆，用各种方式为海东市抗震救灾贡献
力量。截至12月20日15时，无锡市已
为海东市抗震救灾捐款捐物达1124.8万
元。

12月20日，武警青海总队医院一支
20 人组成的救援队走进了中川乡草滩
村。

地震发生后，西宁、黄南、果洛、
海北、玉树兄弟市州来了；天津、山
东、安徽、四川、湖北、广东、湖南、
重庆来了……

灾害无情，人间有爱。在突如其来
的灾难面前，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的感人场景，又一次看到

了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

我见证：这是最暖人心的安置

冬日的清晨，走进民和县官亭镇喇
家村安置点，次第排开的白色安置板房
上空，一缕缕青烟升起。安置点内，志愿
者们正陪孩子们做团体小游戏。一旁，
三两老人围坐下着象棋。

在一间板房里，新时代文明实践心
理援助志愿服务队队员、海东市第一人
民医院精神科医生陶晓慧正在为受灾群
众开展心理辅导。

陶晓慧告诉记者，她所在的心理应
急救援队从 2023年 12月 19日凌晨 3点
抵达救灾现场后，一直在做群众安抚工
作。对于需要干预的患者进行“一对一”
的心理疏导，并与病区医护人员交流，告
知需药物干预病例的治疗方案。

“这只是我初步的打算，今天才开始
动员大家商量商量，能不能行，最后还是
要尊重大家的意愿。”最近几天，何英花
和丈夫正在筹划干一件事，那便是组建
一支安置区广场舞队。

今年 57 岁的何英花是喇家村的村
民，受这次地震影响，她家的房屋同样受
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记者看见何英花时，她和几名妇女
围坐在一起正在讨论组建广场舞队的具
体事宜。谈及为何组建广场舞队时，何
英花说：“这次灾难，大家的心理都受
到了创伤，能给愁眉苦脸的人们带去快
乐，也算是为灾后重建出了一份力。”
何英花是一名当了 18 年的妇联主任，
帮受灾群众拂去悲伤的情绪，是她目前
唯一的心愿。

把受灾群众安置好，特别是让受灾
群众温暖过冬，是党和政府时时放心不
下的大事。

“地震后跑得太匆忙，没带任何东
西，到了安置点后发现给每家都安排了
床铺，还送来了厚厚的被褥。”村民杨昌
有指着床头叠放整齐的被褥说。

这次地震中，杨昌有的家被砂涌摧
毁了。12月19日下午，他与其他村民一
起被安置到了集中安置点上。“谢谢党和
政府，让我们有个临时的家。”杨昌有的
妻子说，住到这里后，他们陆续领到了褥
子、被子、泡面、矿泉水等物资，还有取暖
的烤箱和煤炭。

漫长的冬季，仅靠帐篷安置是不行
的，板房搭建成了当务之急。指挥部迅
速调集相关力量搭建板房，6 分钟搭建
一间板房，再次彰显了“中国速度”。截
至目前，共安置受灾群众 8749 户 39156
人，调拨食品类、生活类物资折合价值
8000余万元。

“第一壶开水别忘了灌进暖水瓶里，
一会儿我们煮奶茶喝。”地震后的第十天，
中川乡清二村的祁宝梅一家人像之前一
样，起床整理床铺，穿衣洗漱，儿子张罗着
生火烧炉，儿媳清扫了“新家”里的灰尘
后，开始准备一家人的早饭。

祁宝梅家中有6口人，因为地震，她
家的房屋已不具备住人的条件。村“两
委”考虑到祁宝梅家有老人和小孩，优先
将一家人安置在首批到达的活动板房
内。

虽然时值隆冬，但走进祁宝梅家 18
平方米的“新家”，房屋内炉火正旺，暖意
融融，屋子内放着4张床，在靠近窗户的
两张床之间放着一张简易餐桌。和之前
的帐篷相比，板房更像一个家。

2023年12月22日，冬至。天刚蒙蒙
亮，中川乡草滩村的安置点上升起袅袅
炊烟。油饼、青海拉面、牛奶、鸡蛋……
爱心人士已经开始备菜，安置点上的村
民将迎来一顿丰盛的早餐。9 时许，国
家消防救援局青海机动队伍的消防员王
澎一早便忙着招呼受灾群众吃饺子。

“冬至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心
里暖得很。”村民杨发新看着大锅里翻滚
的饺子说。

在此次抗震救灾中，海东市残疾人
联合会成立志愿服务队，连续十日奔赴
现场开展“暖心”行动，为受灾群众适配

轮椅、拐杖、助听器、坐便器等辅助器具，
参与辅具适配、服务保障等工作，为残疾
群众及时提供服务。

关爱延续，温暖常在。内心的创伤
开始慢慢愈合，各安置点又迎来了久违
的人间“烟火气”。

安居为震后复苏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2023 年 12 月 26 日上午，在民和县
第四中学的校园内，伴随着庄严的国歌
声，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当
天，官亭镇中心学校 696 名师生在县城
的学校迎来了全面复课的第一天。

2024 年 1 月 2 日，元旦小长假结束
后第一天，此前震区线上复课的16所中
小学、0.77万名学生全部走进校园、走进
教室，开启线下教学模式，用饱满的精神
状态迎来了新年新气象新生活。

我见证：党旗让我们心里踏实

“临时党支部就在板房里办公，我
们可以随时找到他们，心里踏实。”在
草滩村，村民切养吉指着板房外悬挂的
党旗说。

那间板房，是安置点党群工作站的
“办公室”。别看这个办公室简陋，却集
聚了临时党支部、安全工作站、志愿者服
务站、工会驿站以及妇女之家等机构，负
责为群众发放物资、解决日常事务、调解
矛盾纠纷、进行心理疏导等工作。

“大家这两天睡得还习惯吗？房子
里暖和着吧？大家吃饱穿暖的同时，一
定要预防煤烟，有困难互相帮助。有啥
事儿尽管跟我说。”寒夜里，循化县道帏
藏族乡牙木村安置点点长闹日卓玛在安
置板房里耐心地跟每一户受灾户交谈、
共叙家常。

地震发生后，海东市委组织部及时
向受灾县拨转省、市管党费 150 万元，
并发出《关于在抗震救灾中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的通知》，号召全市党员干部
自觉站在抗震和救灾的最前沿，切实为
群众筑起“红色”的“铜墙铁壁”，让
党旗在抗震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在民和县的安置点设置 80 个党群
工作站，每个党群工作站由一名科级领
导干部及村“两委”班子成员、驻村工作
队、党员志愿者、辅警等组成，共有 2000
余名党员参与工作。

地震后的这段时间里，官亭镇党委
副书记余晓阳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 3
个小时。“地震发生后，我们在微信工作
群里一喊，不一会儿就集结了 520 余名
党员干部，随后迅速开展了人员搜救工
作。”余晓阳说。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党旗飘扬。
面对灾难，像余晓阳一样，全市 2.1万余
名党员干部也纷纷奔赴一线，冲锋在前、
干在最先，哪里有需要就出现在哪里，哪
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每个党
员全力以赴做好人员搜救、医疗救治、安
置安抚等各项工作。

民和县 375名驻村“第一书记”和
工作队员就地转换为抗震先锋队，为受
灾群众提供全方位服务，第一时间协调
抢修水电、疏通道路，化解一个个难
题。化隆县连夜组织 2500 多名党员干
部下沉一线、进村入户，共排查农户
38045 户，排查学校 212 所、医院 （卫
生院） 22家、企业158家，调拨救灾帐
篷 65 顶、棉被 260 套、照明设备 65
台，疏散学生5539人，救治受伤群众4
人，全力做好转移安置、生活服务保障
等工作。循化县农村党组织及时组建
154个党员突击队、党员 （青年） 志愿
服务队，深入灾区开展灾情排查、抢险
救人、防控维稳等工作，共排查农户
3692 户 14774 人，抢救受伤群众 2 人，
抢修道路 0.6公里，切实增强了受灾群
众的安全感、归属感。

一处处过渡安置房内，受灾群众脸
上的笑容又回来了，大街小巷的商家们
开门营业，昔日的烟火气又回来了……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面前，
海东市各基层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万

众一心，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夜以继日、
持续作战，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
赖和支持。

我见证：重建的家园更美好

2024 年 1 月 7 日，海东市灾区灾后
恢复重建工作指挥部全体会议指出，全
市抗震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抢险
救援工作已进入过渡性安置与恢复重建
工作的转换期，后续工作重心将转移到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

恢复重建，首先要鉴定受损房屋。
地震发生以来，市住建局在应急评

估阶段完成了民和县、化隆县、循化县受
灾严重的10个乡镇161个村的全覆盖应
急评估工作，对评估为C、D级的住房，严
格落实“危房不住人、人不进危房”的要
求，立刻封停使用，坚决杜绝次生灾害造
成二次人员伤亡。随后市住建局会同省
住建厅制定印发《安全鉴定工作方案》，
派遣 52家专业鉴定机构、共 187组、483
人，由国家注册结构工程师带队，对三县
（6度）区内 40个乡镇、371个行政村，在
应急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农房安
全鉴定工作，出具了权威的鉴定结论。

“这些工程进展很快，我们已经看到
了未来最美好的家园。”在循化县白庄镇
上白庄村滑坡应急治理工程施工现场，
村民韩乙四夫竖起大拇指。

1月18日，走进民和县官亭镇鲍家
教学点内，原本热闹的学校已经空无一
人，教学楼内部传来施工机器的轰鸣
声。进入学校综合楼，头戴安全帽的工
作人员正在对里面的危墙进行拆除。

据现场负责人中交建筑集团第五工
程有限公司员工张伟伟介绍，他们从 1
月 15 日进场，对该教学楼进行维修加
固。年前主要对室内工作进行维修，将
在 1月 20日左右完成危墙拆除，后期将
对拆除墙体进行重建，这些工作预计将
于春节前完成。

记者了解到，本次灾后重建一期项
目共有 11个教学点，目前已经有 6个教
学点陆续开工。这些教学点都处于室内
部分施工阶段，室外部分将在年后气温
恢复至 0摄氏度以上开工建设维护，争
取在三月开学前让学生返校。

“看到对面开始施工，好开心啊。我
女儿在官亭镇中心幼儿园小班上学，希
望在3月份女儿可以正常返校上课。”鲍
家村村民鲍贤恩说。

这几天，为快速高质量推进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立
专项工作组深入重建现场，扎实开展灾
后重建实施方案、金田村、草滩村、赵木
川村以及砂涌灾害区综合治理5项规划
和方案的编制。围绕灾损房屋修复重
建、地质灾害治理和避险搬迁、基本公共
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提升、特色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和人居环
境7大领域谋划重建项目。目前，教育、
医疗、民政、灾害防治领域 18个符合当
下施工条件的项目已于1月15日全面开
工建设。

“米有哩、面有哩，现在啥都有。”在
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安置点，看到记者，
张八月花下意识的双手合十，嘴里不停
地说着“谢谢你们，我们好着哩，你们不
用担心啊。”

朴实的张八月花只要见到工作人员
都会热情地邀请到她温暖的板房内。她
说：“从这个窗户就能看见我倒塌的房
子，政府给我说，房子一定会加快修
好。”张八月花的眼神中充满了对灾后重
建的信心。

1月 18日是腊八节，民和县官亭镇
喇家村安置点上，灾民们聚在一起熬起
了大锅腊八粥。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
粥，传递着温暖、传递着幸福，也传递着
希望。在灾难发生以来的短短一个月
里，海东广大人民群众的记忆里留下许
多难忘的印记。

一个月，30 个日日夜夜，我们共同
见证了国家的力量和温暖。我们在相互
守望中共同期待更美好的明天！

□本报记者 郝志臻 通讯员 岩子
“奶奶，您往这边坐，我们俩帮您

收拾一下屋子……”
1月 18 日中午，在海东市民和回

族土族自治县官亭镇鲍家村集中安
置点鲍义珍老人的过渡安置板房内，2
名女孩子正在帮助老人叠被褥、擦桌
凳、扫地板。

“奶奶，您和爷爷别老回忆过去的
不愉快，多想些开心的事儿，这样心情
也好一些。您看现在党和国家政策这
么好，我们受灾的时候那么多人来支
援救援，地震中损坏的房屋住不成，党
和政府又给我们搭建了临时过渡的板
房，让我们大家暖暖和和过冬，我们要
对生活有信心，地震中受损的房屋一
定会重新建起来……”收拾完屋子，两
位姑娘又和老人拉起了家常。

帮助老人收拾屋子的2名志愿者
一个叫鲍西莲，另一个叫鲍鑫伊，
都是官亭镇鲍家村的大学生。地震
发生时他们都在青海大学、青海民
族大学读书，这几天寒假放学后，
她们匆匆赶回家乡，穿上红马甲，
当起了鲍家村安置点党群服务站里
的志愿者。

“看到满目疮痍的家乡，我们这
些青年学生也出不上大力气，就力所
能及做一点志愿服务，为受灾的乡亲
们提供一些便捷服务。”据鲍西莲介
绍，目前该村寒假返家的10余名大学
生都已经加入了村里的志愿服务队

伍，有些还没到家的大学生都已经提
前报名了，过几天会有更多的青年学
生参与进来。

1月18日是腊八节。鲍家村板房
安置点党群服务站和村党支部举办
千人品“腊八粥”、消防灭火演练等活
动。活动期间，鲍家村的14名大学生
身穿“红马甲”，协助维持现场秩序，
帮助党群服务站和村党支部为现场
乡亲们盛热粥，为来不了现场的孤寡
老人、坚守一线的执勤值守人员送去
了热气腾腾的爱心粥。活动结束后，
他们拿起扫把、簸箕主动清理活动后
的残留垃圾。

“我们主要做一些心理疏导、卫
生保洁、陪老人们聊聊天……”鲍西
莲说，家乡受灾后，在活动板房安置
点有党群服务站、警务室、医疗救治
室，大家都用不同的方式服务着乡亲
们温暖过冬，作为地地道道鲍家村的
年轻人，更应该为村里受灾的乡亲们
多做点事。

对于像鲍西莲这样的热血青年
来说，家乡之殇，便是自己之痛。穿
起的“红马甲”，不仅是一种志愿标
志，更是一种青年担当。

在家乡的寒假志愿服务活动中，
他们做的每一件事，也许在别人眼里
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就是在这些平
凡琐碎的“小事”服务实践中，他们
用一颗火热的心，点燃了不一样的青
春光彩——那就是奉献的青春。

□本报记者 李晓娟 摄影报道
1月 11 日，是王国长担任海东市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白庄镇上白庄村
灾后安置点临时党支部书记、点长的
第16天。

2023 年 12 月 26 日，白庄镇人大
主席王国长正式成为上白庄村临时
安置点点长。在此之前，王国长一直
作为上白庄村所在片区的包片干部
开展乡镇工作，对上白庄村的情况可
谓是了如指掌。

上白庄村共有 335 户 1402 人，是
纯撒拉族村庄，村民主要增收渠道为
种地和外出务工。

1月11日这一天，和平时一样，王
国长也在安置点和乡政府之间来回奔
走。作为安置点和村民之间的桥梁，
点长王国长的责任重大。不仅要落实
上级党委政府的安排，还要负责安置
点上事无巨细的各项工作。好在乡政
府离上白庄村安置点的距离只有 2.5
公里，开车5分钟就能到。

上白庄村的活动板房里安置了
40户 194人，安置点位于青籁农牧开
发有限公司的院子里。场地由该公
司无偿提供，水、厕所都用的是公司
的，免费的电、无线网在震后由相关
部门重新安装。

地震发生已有一个月，家庭受灾
的群众大多已情绪平稳，生活在板房
里的村民生活也逐渐向好。“吃的是
从家里拿过来的，也有发的一些物
资，家里的房子目前还在划定的危险
区域内，等排完险就好了。”“住得挺
好，房子也热乎，吃的都有，很方便。”
马清新家里共有9口人，地震后，家里
的房屋出现裂缝，一家人按照乡镇和
村上的安排住进了板房。

板房里，炉火正旺。除了统一发
放的炉子、床、被褥，马清新还从家里
搬来了桌子、柜子、洗衣机，临时的板
房家里，一切生活照旧。

村民生活安稳有序的背后，是王
国长和村“两委”夜以继日的艰苦付
出。从去年 12月 26日到上白庄村担
任点长以来，王国长第一时间选点、
平地、安置、分配物资，一直忙到元旦
过后，安置点上的各项事宜开始顺利
有序进行，他也略微得空了些。

上白庄村党支部书记马海忠说，
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村上组织人
员查看受灾房屋时，发现紧邻上白庄
村村民家的山出现了一个小裂缝，发
现这一情况后，他们及时上报乡镇和
相关部门，转移安置周边群众。

音译为“孜日哈鲁呼”的山紧邻上
白庄村，从村民记事起，这座山从来没
有发生过移动或者滑坡。马海忠清楚
地记得，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余震
不断，山上的小裂缝也逐步变成了大
裂缝。那段时间，王国长和马海忠紧
张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每天都有数
拨相关部门的人前来查看情况，他们
要忙着准备资料、讲解情况，接不完的
电话成了日常。“自然资源部门不查完
根本不敢睡觉，感觉身边放了个定时
炸弹。”王国长说，所幸的是，上白庄村
早已将山体周边的 42 户村民全部转
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眼下，站在上白庄村安置点，远
远就能看到“孜日哈鲁呼”山的山尖
上几台挖掘机正在加紧施工。“估计
还有一段时间排险就完成了，完成后
解除地质灾害影响的村民就可以回
家住，到时候我们还要组织志愿队帮
忙给村民搬家。”看完地质灾害点的
排险情况，王国长赶忙叫马海忠和村
妇联主任韩英兰开了个现场会。

韩英兰是村里的妇联主任，也是
上白庄村志愿队的负责人。地震发
生后，这支由村里的二三十名小伙子
组成的青年志愿队给安置点上打扫
卫生、搬东西，做了不少工作。“地震
后，村上的年轻人很积极，只要在群
里喊一声，大家随叫随到，特别感
动。”韩英兰说。

面对这场百年难遇的灾害，上白
庄村全体村民拧成一股绳，全力以
赴，抗震抗险。震后已经整整一个
月，无论是安置点的生活还是村民的
情绪，都已恢复如常。在这段时间
里，马海忠瘦了 10 斤，王国长仿佛成
了村里人，简单的撒拉语对话都能说
得出、听得懂了。

面对记者“目前的工作还有什么
难题”的提问，王国长微微一笑，说：

“没有，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未来
会越来越好。”

见证！那些汇聚在灾区的力量和温暖 安置点里的“大家长”

闪耀在安置点上的别样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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