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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时由于房屋倒塌、地面裂缝、
山体坍塌、江河污染等原因，会造成人
员外伤，可能引起破伤风，若放任不管，
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对于破伤风的处理
和预防，大家应该重视起来。

为什么震后要注意破伤风感染？
破伤风杆菌的生存能力特别强，自

然界中主要以芽孢形式存在，在土壤中
可存活数十年；100℃的高温都要持续
1小时才能消灭它。其分布非常广泛，
可能会出现在土壤、灰尘、人或哺乳动
物的粪便中，所以每个人都是普遍易感
的。更要命的是破伤风杆菌分泌的痉
挛毒素，毒性很强，很容易威胁生命。

感染破伤风的症状
全身肌肉强直和阵发性痉挛
破伤风杆菌分泌的痉挛毒素释放

后，肌肉的中毒反应有先后顺序：通常
最先出现在咀嚼肌，随后为面部表情
肌，典型表现是张口困难，苦笑面容；接
着颈项、背、腹、四肢肌肉陆续失控，躯
体呈现头后仰的角弓反张或侧弓反张
姿态；最后到了膈肌、肋间肌，出现面唇
青紫，呼吸困难甚至暂停。

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早期表现为发汗和心动过速，在疾

病后期，常表现为大量出汗、心律失常、
不稳定型高血压或低血压及发热。患者

每次发作时间由数秒至数分钟不等，全
身型破伤风肌肉痉挛持续时间一般为
3-4周，有时强烈的肌肉痉挛，甚至可致
肌断裂，甚至骨折。与此同时，上述发作
会因轻微的刺激（如光、声、接触、饮水
等）而诱发，且发作越频繁，病情越严重。

精神症状
在感染破伤风的初期，可能会感到

疲劳、头晕、头痛、咬肌紧张酸胀、烦躁
不安、打哈欠等。

面对破伤风要提高认知、预防为主
无论身体哪个部位出现破口，都有

感染破伤风的可能性。
再加上破伤风作为一种感染性疾

病，它的潜伏期较短，多数在10天左
右，且潜伏期越短病情越重。

震后救灾避灾时，当身体出现一些
被异物扎伤的小而深的创口，尤其伴随
铁锈、木屑、泥土等污染物，一定不要麻
痹大意，也不必过度惊慌，请及时寻求医
疗帮助，在医师的指导下注射破伤风针，
对伤口进行清创缝合，给予有效的抗炎
对症治疗，严重时需送往医院救治。注
意，破损的伤口不要与土壤直接接触。

震后遭遇外伤不可忽视，小心破伤风！

“12月18日晚11点，我
忙完学校工作，刚回到住所
就地震了，震感特别强烈，
来不及多想就赶紧跑向学
校，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一
定要让所有学生安全撤
离！”山东援甘校长董洪海
告诉记者，其住所距离学
校 500米，他一边大步跑向
学校，一边打电话给值班室
了解校内情况……

震后第二天，记者采访
了积石中学校长、老师，了
解该校学生疏散救援情况。

董洪海是山东省济南
中学副校长，2022 年赴临
夏教育帮扶，任积石中学
校长。

地震发生后，教学楼出
现多处裂缝，水、电、供暖管
网损坏严重，门框上的很多
瓷砖掉落，非常危险。董洪
海和老师们一起组织把学
生疏散到校园操场等开阔
地方避险。

近几日，积石山县夜晚
平均气温在零下 15度。地
震时，很多学生披着被子、

穿着拖鞋就下楼了，冻得发抖。为了取
暖，师生们点燃废旧书本和树枝烤火取
暖，围坐在一起，一边唱歌、一边互相依
偎打气。夜晚虽寒风刺骨，但学生们没
有太多惊恐和不安，因为有了校长和老
师的彻夜陪伴，他们的眼中闪烁着坚定
和勇敢。

“学校发了通知，让家长来接孩子。
当时，学校住宿生有 1800人，连夜疏散
1700多人，到清晨还有几十名，为确保
把每一个孩子交到父母手里，学校租了
一辆大巴车，把剩余学生全部安全送回
了家。”董洪海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目前所有学生均安
全在家，所有教职工每天都与学生联
系，跟进学生的心理问题和疏导。同
时，为不耽误学生学习，学校已于 22日
开始上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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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来帮忙，这是我家的
核桃，一点心意，一定要收下。”21
日上午 9 时，积石山县大河家镇陈
家村一名受灾群众，执意将手中的
核桃送给东乡县公安局沿岭派出所
所长张辉和他的同事。

地震发生后，张辉和同事投入到紧
张的救援工作中。他们穿梭在废墟中，
抢救被困群众。救援工作告一段落后，
张辉了解到一些安置点群众想返回家
中取生活用品。于是，他们清除危险
点，帮助群众取生活用品、转运物资。
在走访受灾群众时，发现一户群众正在
收集整理生活物品，准备拿到安置点，
张辉见状，立即同民辅警帮助收集整

理。受灾群众看着整理好、妥善保存的
物品，感动得热泪盈眶，将一些核桃送
给张辉和他的同事，以表感激之情。

“我们做这些事是应该的，老人家，
你把东西收好。”张辉与同事坚决不收，
纷纷劝说老人收回核桃。“是你们半夜
赶过来救我们，还给我们搭帐篷、清理
道路，一定要收下。”在老人的再三坚持
下，张辉代表同事们收下了这袋充满

“感激之情”的核桃，鼓励老人一家重拾
信心、振作精神，共建美好家园。

“这一袋‘暖心’核桃，饱含着人民
群众对我们的信任，更是对我们工作认
可。”张辉将核桃分给每一名民辅警时，
感慨地说。

冬日里的“暖心”核桃
本报记者 赵好飞 通讯员 马文龙

晨光熹微，22日，积石山县柳沟乡斜
套村安置点又忙碌起来，每顶帐篷烟囱中
飘出来的烟火让这个村子不再寒冷。

孩子们的快乐
“大家排好队，每个人都有份！”来自

太原的志愿者耿星正在给孩子们分发他
自费购买的画板等文体用品和玩具。孩
子们一拿到礼物，就开心地玩了起来。

拿着赠送的画板，孩子们可兴奋
了。马浩杰小朋友画了一个房子，他说
这是他梦中的新家。韩冰小朋友画了一
辆坦克，他说长大以后要当一名解放军，
保家卫国。小朋友们都说这个画画板真
好，画完还能擦掉重新画。

有了孩子们快乐交谈和玩耍的声

音，整个安置点都热闹了起来。
“灾情发生后，我就第一时间自驾赶

了过来。”耿星告诉记者，22日抵达临夏
市后，他立马开始购买物品，到灾区各个
安置点分发。当记者问及斜套村是他来
过的第几个村时，耿星坦言：“我已经记
不清了……”

“叔叔再见！谢谢您！”
“再见，小朋友们，我后天还来呢！”

暮色中，耿星驾车消失在村子尽头。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叔叔叫什么

名字，但他送的玩具大家都很喜欢。”有
孩子告诉记者，刚刚领到东西后太开心
了，都忘了说谢谢，并问记者是否能够代
为转达他们的谢意。

“不给政府添麻烦了”
当天恰逢冬至，天黑得格外早。马

子荣家的帐篷里暖烘烘的，锅里煮着一
锅西红柿炒洋芋汤饭，马子荣从帐篷外
抬了一袋子面进来，赶紧脱下了棉衣。

“快来喝点热茶，饭马上就好了！”马
子荣的妻子马麦燕说。

“村委会门前有专门供应的爱心餐，
今天做的饺子，我们再没去领，帐篷里有
亲戚送来的锅碗瓢盆，政府还给我们发
了面，我们可以自己做着吃，不给政府添
麻烦了。”马子荣腼腆地说。

“老姐妹，这么大的灾难我们还是第一
次遇到啊，我这心啊，到现在还抖着呢！”

“谁说不是呢？要不是有党和政府，
我们这会儿哪里还能坐在热乎乎的床上
聊天呢，还不知道在哪里挨饿受冻呢！”

帐篷里，两个老人坐在床上，吃着橘
子，聊着天，不停地感叹如今的境遇，念
叨着党和政府的好。

另一张床上，一个孩子已经睡着了，
还有两个孩子趴在床上，用太原义工送
来的画板画画。那一刻满是温馨，仿佛
巨大的灾难不曾发生。

说话间，锅开了，马麦燕把一把旗花
面下到面汤里，不一会儿，一锅香味四溢
的汤饭就好了。

“做群众最坚强的后盾！”
晚上9点，一面鲜红的党旗高高飘

扬在安置点的上空，在斜套村临时警务
室里执勤的东乡县公安局民辅警们拿着
手电筒，穿行在每个帐篷之间。

“电褥子热着没？开水壶要放好，小
心娃娃们烫着！晚上要小心炉子，当心
煤烟！”辅警马勇每掀开一个帐篷的帘
子，就认真检查，反复叮嘱。“这次地震牵
动着所有人的心，我们作为公安民警义
不容辞。”马勇说。

此时，在县城卖水果的村民马来者
布拉来了四五百斤橘子，给孩子们解
馋。“给警察叔叔们也送一袋！”人群中，
不知谁提了一声，话音未落，孩子们就提
着一袋橘子，蹦蹦跳跳地给警察叔叔送
橘子去了。

不远处的村委会也是灯火通明，该村
驻村工作队长王俊梅还在忙着，她说：“村
民收到了各方捐赠的棉被、煤炭、大米等
生活必需物资，大家的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余震一直不断，我们也习惯了这样
的工作环境，现在能做到忙中不乱就
好。”王俊梅神情中略显疲惫，但她仍然
强打着精神，继续搬运物资。

夜晚的斜套村虽然严寒刺骨，但是每
顶帐篷里透出的点点灯光却让人安心……

此刻，心已安
本报记者 张姝 马丽亚

“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

不再回来。每当你向我走来告诉我星辰

大海，遥遥微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

……”

12月22日晚，在冬至冷冽的寒夜

里，俯瞰积石山县大河家镇集中安置点，

被几盏大功率高杆灯塔照得通亮，整齐

排开的救灾帐篷前，灾区的孩子们紧紧

地围成一圈、站在亮灯下，神采奕奕、自

信满满，用一阵阵高亢悠扬的歌声，表达

着灾难面前属于他们的积极乐观。

他们身后，有国旗。他们眼里，

有光芒。

“孩子们你们冷不冷？”
“不冷。”
“真的吗？”
“这个冬至最温暖！”
……
零下十七八度的寒夜里，孩子们礼貌

地齐声回答。他们稚嫩沙哑的声音，不禁
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到既有酸楚，又有希望。

连日来，在积石山抗震一线，孩子们
在社会各界的救灾、帮助、安抚下，逐渐从
地震的阴影中走出，昔日的笑脸逐渐浮现
在他们的脸上，他们也开始唱歌了。

“孩子们的歌声和笑容就是我们抗
震一线工作人员最大的慰藉，我要把这
个视频发给我的孩子，鼓励他和这些孩
子们一样坚强。”22时15分，刚刚完成
一处活动板房接电工作的国网临夏供
电公司配网抢修班班长冯志，经过人群

时看到这一幕时说道。拿着手机完整
录完一首歌后，他揉了揉早已湿润的眼
睛，天冷血热的他和同事们继续朝着下
一个活动板房走去……

目前，积石山县地震灾区安置进入
新阶段，群众从应急帐篷被安置到更防
风、更保暖、更安全的活动板房。截至
12月22日，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应急
抢修队伍累计完成积石山县4个现场
指挥部、5个居民集中安置点供电保
障、3853顶帐篷和116间活动板房的
用电接入工作，剩余帐篷及活动板房电
源的接通正在紧张进行中，确保以最快
速度完成供电保障。

积石成山，暖流成海。温暖相守，
静待春来。孩子们别怕，请放声高歌，
寒夜里，会有许多盏灯为你们亮起，更
有强大的祖国做你们的依靠。

地震发生后，临夏公路事业发展中
心连夜组建2支抗震抢险突击队，迅速
赶赴重灾区，开展农村道路抢险保通和
道路拓宽作业。

12月的积石山，气温已低至零下
15度。20日晚10时，省交通运输厅召
开会议，安排“零点行动”，利用夜间救
援车辆较少的有利时机，迅速调集力
量，争分夺秒对灾区农村公路全面排危
拓宽，以满足大型救援物资车辆通行。

伴随着微弱灯光，机械轰鸣、铁锹
声声，抗震救灾突击队员们来不及卸下
劳累了一天的疲惫，又投入到石塬乡秦
阴村乡村道路拓宽及增设停车带、临时
停车场的相关工作。

抢险队员马向东，是一名老党员，
他话不多、作风硬朗，抢险救灾实战经
验丰富，今年曾带领抢险队参加驰援夏
河泥石流抢险，出色完成了任务。在这
次“零点行动”中，他已连续奋战十几个
小时，用一名党员的责任与担当带领队

员们顽强战斗。
“小方身上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

和特别能吃苦的秉性，心细如尘，一般
人吃不了的苦，她却能吃。”这是同事们
对队员方洁的评价。这次抢险，方洁是
唯一的一名女队员，她揉肩担重任，负
责大家的后勤保障工作，在严寒中，这
名女汉子从未言弃。

就是这样一支队伍，用挺拔的脊梁
擎起神圣使命，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哪里
有需要哪里就有公路人”的担当。正是
这种担当，确保了源源不断的救灾物资
在最短时间顺利运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截至21日16时，该中心会同甘南公路事
业发展中心在石塬乡秦阴村增设停车带
9处，加宽路基路面5处（105米），拓展临
时停车场（物资周转点）6处，增加临时平
板停车位约30个。回填、平整秦阴村临
时保障住房安置点2150平方米，清理、
运转土方5512立方米。

持续作战保畅通
本报记者 马麒

让歌声慰藉心灵
本报记者 赵淑娴 通讯员 李泰昊

12月20日11时左右，距离积石山
6.2级地震已过去35小时，灾区的救援
工作已基本结束，所有伤员全部收治入
院。同时，社会各界的救援物资也源源
不断送入灾区。此时此刻，位于震中区
的柳沟乡柳沟村群众也慢慢从地震的
恐慌中恢复过来。

记者来到柳沟村时看到，乡镇卫生
院正免费给群众发放复方氨酚烷胺片、
感冒灵颗粒等药物，群众排队有序领
取。由于灾后震区气温降至零下十几
度，感冒类药物也是受灾群众所必需的
救灾物资之一。

领到感冒药的张宝花告诉记者，
这两天他们不但能领到各类救援物

资，而且解放军的到来更让她们悬着
的心放下了一大半。“现在我们的房子
都有裂缝，有些房顶都掉了，不能住
人，解放军来了给我们搭帐篷、支炉
子，我们的心里踏实了。”

记者了解到，地震发生当晚，柳沟
村的群众都从自己家中跑出来，在村文
化广场等空旷地方躲避余震，干部群众
一起合力自救，烤火取暖，度过了紧张
不安的一夜。

“地震发生后，乡党委一班人第
一时间赶赴群众家里，指导群众转
移到空旷地方，目前村上无人员伤
亡。同时解放军的物资也及时送到
了村里，群众所需的各类物资都基

本保障，救灾帐篷也在解放军的协
助下搭建完成，群众及时入住。现
在的首要任务就是统计村里群众的
房屋受损情况，及时定损。”村党支
部书记赵国兵告诉记者，目前柳沟
村总共搭建帐篷 55 顶，受灾群众已
陆续得到安置，临时安置点的用电、
饮食、饮水均有保障。

村文化广场上涌动着解放军、乡镇
干部及群众的身影，男人们协助解放军
搭建帐篷、安装炉子、搬运床铺棉被，女
人照顾着家里的老人孩子，大家都一扫
地震带来的阴霾。“解放军叔叔来了，我
就不怕了。”一个小女孩对着记者的镜
头，会心地说道。

（接1版）灾区人民群众是抗震救
灾、重建家园的主体。目前，随着抗
震救灾工作向纵深推进，后续各项工
作艰巨繁重，这既需要社会各界的大
力支持，更需要灾区广大干部群众进
一步增强责任感，积极把来自四面八
方的爱心转化为自强自立、重建家园
的豪情，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对于身边需要帮
助的人，力所能及伸出援手，传递守
望相助的温暖和力量。

更需要大家主动融入抗震救灾大
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自觉性，想

办法、出主意，不做局外人，不做旁观
者，全力支持配合党委政府步调一致
地做好抗震救灾各个环节的工作，自
力更生、奋发图强，为重建美丽家园、
创造美好生活贡献智慧和力量。

自信者兴，自强者胜。困难是
阻挡弱者的大山，也是冶炼强者的
熔炉，这场天灾是对我们的一次磨
砺。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勤劳智
慧、不屈不挠的临夏儿女，只要大力
发扬新时代临夏精神，就一定能奋
力夺取抗震救灾的最终胜利。

地震面前临夏人民挺起不屈的脊梁

受灾群众的“保护神”

面对突如其来的积石山6.2级地震
自然灾害，和政县公安局迅速做出反应，
组织抽调100多名民辅警，仅用两个小
时到达抗震救灾一线，组织开展抗震救
灾工作，用自己的责任和担当，践行人民
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接到支援积石山县抗震救灾的命
令后，我第一时间主动请缨，曾经在积石
山工作过的我更适合在一线展开抗震救
灾工作。”赵文明说道。

曾经在积石山县公安局工作过的赵文
明就经常走村入户，对积石山各乡镇的情
况比较了解。到达灾区后，他与100多名
民辅警一起承担起了石塬镇的救援工作。

石塬镇是前往大河家以及县城的必

经之路，当源源不断的抗震救灾物资汇集
到一起时，容易造成交通拥堵，根据实际
情况，赵文明抽调了10名交警，组成交通
疏导管控组，以便让各地物资顺利到达。

在不远处的石塬村，安置点的工作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目前，和政
县公安局的80名民警下沉至积石山石
塬镇 8个村的 63个集中安置点，开展
社会面巡逻及群众报警求助工作。”赵
文明告诉记者。

在进行救援的黄金72小时里，赵文明

和同事们，连续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摸
排受损房屋、搭建帐篷、搬运物资、心理疏
导……在积石山县石塬镇各个村社里，到
处都活跃着和政公安的身影。

“是和政县的民警，在我们这个石塬
村受灾的这个情况下，大力支持，白天黑
夜，不停地为我们群众搬东西、维持治
安，还宣传各种受灾以后注意的事项，作
为受灾地方的群众，对和政县公安干警
的大力支持，我们非常的感谢。”石塬村
包村组长峥嵘告诉记者。

如今，抗震救灾工作已取得阶段性
成效，灾区工作的重心正全面转向受灾
群众安置和受伤群众救治等方面。在
短短的五天时间里，赵文明和他的同事
们凝心聚力、踏实工作，帮助群众搭建
帐篷306顶，帮卸物资296车，发放物资
134车，走访群众9430人次，危房排查
1043户，交通疏导28340辆次。同时还
对群众水、电、油、气等部位开展安全检
查，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疏导，用实际
行动赢得了民心。

灾后重建，道阻且长。面对记者的
镜头，赵文明却信心满满：“我们一定会
全力以赴完成指挥部下达的各项工作任
务，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

以平凡身躯成就不凡
本报记者 周俊清 通讯员 马磊

当冬日的暖阳洒向大地，积石山县
城逐渐热闹起来。道路上，来往车辆川
流不息，人流也逐渐变多，符合条件的餐
饮店、蔬菜店、生鲜店、超市、药店等临街
商铺陆续开门营业，“烟火气”逐渐回归。

对于很多积石山人来说，一碗热气
腾腾的牛肉面开启崭新的一天，是再好
不过的了。“两个二细、一个韭叶，再要两
个小菜、三个鸡蛋……”早上9时，位于
二环西路的小俩口牛肉面店内已经坐满
了顾客。

与前两日相比，前来就餐的除了救援
人员，多了不少周边群众，他们已经迫不
及待要尝一尝“熟悉的味道”。找个位置
坐下，再倒上一杯热枣茶，“面来啦，小心

烫。”在小姑娘马丽娜和弟弟期待的眼神
中，父亲帮他们端来牛肉面。“牛肉面还是
和以前一样好吃。”姐弟俩满足地说道。

地震发生后，该店经营者马法图麦
和丈夫马元录发现一路上有很多救援车
辆，附近的救灾物资转运站外车辆已经
排起了长龙，很多大车司机找不到吃饭
的地方。与家人商量过后决定立即恢复
营业，免费为救援人员提供牛肉面。

“刚开始是为了让这些远道而来的
救援人员能吃上一碗热饭，他们大老远
来帮我们，别让饿着肚子。昨天到今
天，附近的住户来吃饭的人也慢慢多
了。”马法图麦说。

走进移民嘉苑门口的大河家蔬菜超
市，只见新鲜水果、蔬菜以及日用百货一
应俱全。见有顾客进门，经营者马彩霞
热情地上前询问需要些什么东西。“给我
装点水粉、青辣椒，再要点辣椒面，今天
中午做点汤面吃。”马彩霞麻利地打包算
完价格后与记者聊了起来。

在聊天中得知，马彩霞是大河家镇
人，家里的房子也在这次地震中坍塌
了。她一个人在县城经营这家蔬菜超
市，丈夫在外打工，两个孩子在外地上
学。中途有几位救援人员进来买生活用
品，看到该店铺有水果后，随口问了一句
库尔勒香梨的价格，马彩霞不动声色地
装了一塑料袋放在了收银台。

结账时，救援人员发现这袋“多出
来”的梨，于是开始了一番推来让去的

“拉扯”。“心意我们领了，东西不能收。
这样的话，其他东西我们也不买了。”“那
和其他东西一起算，总共给30块就行
了。”“东西不止那个价，你们也不容易，
40块扫过去了。”

救援人员离开后，马彩霞哽咽着说，
“前天我们在政府的号召下把店开起来
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人总要向前看。
店开起来，附近的人买个菜，救援人员买
点生活用品也方便。好多次我们想给救
援人员免单，但他们都坚决不同意。”即

便自家受灾，但老板娘依旧乐观。
经过县城临夏路与国道310交接的

十字路口，道路两侧维修汽车的店铺一
家接着一家。德利汽车维修养护中心经
营者苏占清打开一辆汽车的引擎盖，仔
细排除车辆故障。“这里是县城往大河家
镇的必经之路，过往车辆很多。这次家
乡受灾了，我们也没办法回家，我就想一
直坚持把店开着，救援车辆经过有什么
需要帮助的，我也能及时帮一下，尽我的
一点绵薄之力。”苏占清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地震发生后，
积石山县市场监管局第一时间成立了物
资保障组、特种设备安全检查组、市场监
管组等应急救援小组，并在商户微信群里
发出通知，动员没有受到地震影响的米面
粮油店、超市、商场及时开门营业，并在微
信公众号发布《价格提醒告诫书》，要求商
户保持物价稳定，严禁囤积居奇，哄抬物
价。很多商户积极回应，震后坚持营业，
为群众购买生活物资提供便利。

本报记者 赵好飞

有序复商复市 唤回往日烟火气

（接1版）在州农业农村局的支持帮助
下，他们立刻发动协会养殖大户、合
作社负责人等组成灾区牛羊收购综
合服务队，分成六组到受灾最严重
的村社开展牛羊收购行动

“我们积极动员说服养殖大户以高
于市场行情的价格购买受灾群众的牛
羊，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马进福说，
他们还将按照各自的渠道将受灾养殖
群众的牛、羊外销，把可以屠宰的羊牛
运输到县上免费屠宰销售，可继续育肥
或者繁育的牛羊在县内牛羊市场销售。

在积石山县胡林家乡，广河县牛羊
产业发展协会会员马海军一下子收购
了马新友的三只牛。

当时，马新友正苦于自家的牛无处
圈养，地震发生后牛羊销路不畅，他的
牛无法正常销售。

“这可真是雪中送炭，谢谢你
们。” 马新友说。

“你们受灾了，我们来帮助一下，这
也算是我的一点爱心。”马海军抓着马
新友的手说道。

据了解，12月23日，广河县灾区牛
羊收购综合服务队在胡林家、石塬、刘
集、大河家等乡镇的近 40户受灾养殖
群众家中收购牛32头、价值30.4万元，
羊 137 只、价值 12.3 万，共计 42.7 万
元。下一步，服务队还将积极联系对接
积石山县相关部门，继续到重点乡镇、
村社收购圈舍损毁严重群众的牛羊，切
实解决受灾群众的实际困难。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广河县这支
灾区牛羊收购综合服务队冒着严寒走
村入社，给受灾群众带来了兄弟县市浓
浓的暖意。

本报记者 马茹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