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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
我州第三十批群众举报件边督边改情况

本报讯 （记者 马瑞鹏）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州
第三十批群众举报共2件；情况属实2件。目前，已办结1件，阶段办结
1件。具体办理情况公示如下（二维码）：永靖县1件，东乡县1件。

中 央 第 四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组 交 办
我州第二十九批群众举报件边督边改情况

本报讯 （记者 马瑞鹏）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
州第二十九批群众举报共2件；情况属实1件，不属实1件。目前，已办
结2件。具体办理情况公示如下（二维码）：广河县1件，临夏市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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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你们安心休息，有什么需要
找我们，我们一直都在……”在积石山县
大河家镇临时安置点，民警孔龙云正在安
抚前来求助的群众。

在该临时安置点，一间蓝白相间的
房子特别显眼，这是永靖县公安局抗震
救灾先锋队设立的“永靖公安警务服务
站”，由 6名民警值守，接受群众报警求
助，负责周边区域的治安巡逻、矛盾调
处等工作，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建在身
边的派出所”。

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永靖县

公安局快速启动应急预案，全警集结
待命。12 月 19 日凌晨 1 时 30 分，调派
100 名民辅警组建抗震救灾应急分队，
火速成立临时党支部，由两名党委委
员率队，携带救援装备连夜赶赴积石
山县开展抗震救灾工作。19 日 5 时 10
分，先锋队抵达大河家镇临时安置点，
随后召开临时党支部会议，分组明责、
分片包干。

“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三本登记
表，虽然设备简单，但群众的信赖是我
们干好工作的动力。”该局带队负责人

徐永茂介绍说。
结合临时安置点实际，服务站组织

民警走进帐篷关心群众冷暖，拉近距离
安抚情绪，提醒群众做好用火安全，妥
善保管自身财物。不间断巡查走访，核
实信息登记、有序发放物资、宣讲防震
知识，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践行在抗震
救灾一线。

“有警察守护，看见警灯，我们心里特
别踏实。”安置点群众这样说。“我们全体
应急分队民辅警，分组轮流排查安置点隐
患、疏导交通秩序、及时救助帮扶，全力护

航灾区群众安全。”应急分队第二组组长
魁学刚坚定地说。

午饭时间，执勤民警罗发慧、王涛
涛维持现场秩序，组织群众有序就餐。
寒冬中，这一抹“警察蓝”，以实际行动诠
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家国情怀。

最美“警色”勇担当
本报记者 马玉兴

奋战在救灾一线父子兵
本报记者 赵怀斌 麻红梅

儿子张方明，陆军第 76 集团军某
旅战士，是最早投入积石山县救灾一线
的解放军战士之一；父亲张永珍，积石山
县石塬镇肖红坪村一名普通党员，地震
发生后加入镇上党员先锋队，参加抗震
救灾行动。

积石山 6.2级地震发生时，张方明因
休假正在回家路上，得知地震消息，他归
心似箭。12月19日，搭乘救援车辆，赶到
积石山县石塬镇后才知道，家乡肖红坪村
是受灾严重的村子之一。于是，他以最快
的速度赶到村上，以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身
份，加入到志愿者队伍，参加救援。

家就在前方 100多米处，亲人就在身
旁，但来不及看望日思夜想的母亲，来不

及看一眼自己想念的家园，就投入到救
灾队伍中。

哪里有需要，他就在哪里。村里许多
人认识他，几位老人心疼地说：“尕娃，你
什么时候回来的，到帐篷里休息一会吧。”
张方明笑着回答：“大伯，叔叔，今天我不
是尕娃了，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救灾的帐篷来了，张方明第一个冲上
前卸帐篷，卸完帐篷，搭建帐篷，帐篷搭
好，帮助乡亲们生炉子；救灾的床铺来了，
他又第一个冲上前去卸床铺，帮助乡亲们
把床安装好，铺好被褥；救灾的煤炭来了，
他还是第一个冲上前去卸煤炭，把煤炭送
到每一顶帐篷里……

整整两天两夜，他没有休息，到第三

天夜晚，实在太困，仅休息了两个小时，又
起身工作。

父母知道儿子回来了，既高兴又心
疼。可父亲张永珍只发了一条信息：“你的
工作不仅仅是救灾，现在乡亲们心情不好，
你要时刻安慰他们。”张方明回答：“明白
——”母亲找到张方明后，流下热泪，深情
凝望。张方明劝母亲回帐篷休息，安慰母
亲说：“有党和政府，什么样的困难都难不
倒我们，我们很快就会渡过难关。”

在石塬镇领取救灾物资时，父子二人
相遇。父亲看到儿子成熟稳重，无比高
兴，开口就说：“我看你真的长大了，有军
人样子。家里一切都好，你加油干！”

随后，部队的救援力量来了，正好是

张方明所在部队，他立即向部队请求：
“自己探亲假已完，要求立即归队，参加
救灾行动！”归队后，连队把张方明安排
到保障分队，负责通联工作，继续奋战在
救灾一线。

随着救援队伍力量的加强，父子二人
有了通话交流的空闲。张永珍发信息：

“你要先想着大家，再想自己的小家……”
张方明回答：“作为一名军人，时刻要以国
家、人民利益为重！”

“兄弟们，速度放快，时间差不多
了……”12月 24日，临近中午，积石山县
五十三大院餐厅非常忙碌，大厅内空旷的
一块区域被改造成简易的分餐打包台，一
旁是已经炒好的两大桶大盘鸡和刚出锅
的热米饭。准备餐盒、盛饭菜、打包、装
袋，工作人员一人负责一道工序，高效有
序地打包了1200多份午餐。

这批饭菜即将送往积石山县人民医
院，21日起，县医院委托该餐饮店制作院
内所有住院患者和医护人员的一日三

餐。“这几天，我们主要负责供应县医院每
天1000多份的三餐。保证饭菜品质和味
道，大家吃饱吃好，才能有勇气和精力渡
过难关。”该店负责人马建军说。

中午 11时 30分，第一批午饭送到县
医院楼下，各科室护士推着小推车在楼
下等待取餐。记者跟随泌尿外科护士来
到该科病区，护士长刘青霞与同事将一
份份饭菜按照订餐数据送到患者病床
前。“老人家，你们怎么两人要了一份饭，
能吃饱吗？”“够吃呢，我一份饭菜吃不

完，不能浪费粮食。”
据刘青霞介绍，从 19 日开始，医院

就为患者免费提供一日三餐，护士将用
餐人数统计好，各科室汇总报给餐饮
店。“每天三餐变着花样做，昨天早上牛
肉面、中午烩菜、晚上饺子。患者也很配
合，虽然饭菜免费，但大家吃多少报多
少，一点也不浪费。”

大河家镇陈家村村民高占清一家
在地震中受伤，住进了县医院。“地震
后，我们一家人的一日三餐由护士给送

来，饭菜热热的，心里暖暖的。”高占清
高兴地说。

一份份送到病床边的爱心餐不仅暖
了患者的心，更表现出医院和爱心企业顾
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美好品德，彰显了积
石山人民共克时艰的信心与决心。

送到病床前的“暖心餐”
本报记者 赵好飞

本报讯 （记者 马进忠）积石
山 6.2级地震发生后，我州在全力做
好安置群众温暖过冬的同时，将工作
重点放在群众用气、用煤、用电等安
全防范上，竭尽全力、最大限度杜绝
安全事故的发生。

强化源头管控，科学规范搭建住
所。全面排查安置点新搭建帐篷和
活动板房用电、用气、用煤环节安全
风险，对帐篷和活动板房的安全性再
次进行排查，发现问题现场组织整
改，确保安全基础上交付受灾群众使
用。筹集一氧化碳报警器 1.4万个，
陆续对所有安置点全覆盖安装到位。

强化监督检查，整治消除安全隐
患。成立由应急、消防、电力等部门
工作人员组成工作专班，常态化对受
灾群众已入住的帐篷和活动板房进
行安全检查，及时制止和纠正使用不

规范、不安全行为，切实防范临时接
线用电不规范造成的触电风险、使用
液化气不规范造成的爆炸风险、使用
燃煤造成的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截
至目前，累计排查消除隐患317个，配
备灭火器300余个。对灾区内油气供
应企业全面开展安全排查，确保受灾
群众用油、用气安全。

强化宣传教育，提升群众安全
意识。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安全
用电、用气、用煤宣传培训；发放预
防一氧化碳中毒、预防火灾和用气
事故的安全宣传资料；依托在安置
点设置的“爱心书屋”“帐篷课堂”，
向学生、儿童开展安全用电、用气、
用煤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州县融媒
体和网络平台，及时发布安全用电、
用气、用煤常识，切实提高受灾群众
安全意识。

我州全力做好灾后安置安全防范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周俊清）积石山 6.2级地
震发生后，团州委迅速成立抗震救灾工作领导
小组，组织全州广大团员青年，组建5个工作专
班，火速赶赴灾区投身抗震救灾工作。

冲锋一线支援救灾。在消防救援、公安、卫
健、交通、电力、通信等关键行业领域，组建青年
突击队 61支 905人，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开展搜
寻搜救、群众转移、除险加固、电力恢复、道路抢
通等重点工作，在抗震救灾一线淬炼青春担当。

全力开展志愿服务。组织 216 名团干部
深入受灾地区开展救灾工作，招募青年志愿
者 3000余人应急备勤，与党员干部、受灾群众
一起开展应急志愿服务，人均服务时长累计
超过 60小时。

关心关爱心理健康。邀请心理服务专业团
队、青少年事务社工等专业力量，为受灾青少年
提供心理抚慰、情绪疏导、趣味课堂、关怀陪伴等
暖心服务，累计服务青少年150人次。筹集抗震
救灾物资，争取专项团费130万元支持基层团组
织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动员社会组织、爱心企业
及爱心人士筹集各类物资价值6337.79万元；在
大河家镇协调落实装备式箱房1200间。

挖掘宣传感人事迹。宣传一大批 90后、00
后青年典型代表，被央视新闻、新华社、人民日
报等中央媒体专题报道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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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证震后环境卫生
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积石山

6.2级地震发生后，部分水、电、交通、
通讯等基础设施受损，饮水、食品、环
境等极有可能受到污染，老鼠、苍蝇
等病媒生物数量也会增加，做好临时
安置点及其周围环境卫生非常重要，
为预防疾病和控制传染病的发生，需
要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要做好卫生评估 降低震后灾害

地震灾害发生后，应首先进行
地震区域的卫生评估，为震后的救
灾防病提供基础资料。

1.基本卫生资料评估
地震灾后，应首先收集该地区基

础人口资料、卫生设施（人员）及传染
病地方病流行情况等基础资料。

2.环境卫生脆弱性评估
地震灾后，环境卫生工作应首先

确定供水、食品卫生、粪便处理、垃圾
处理、帐篷等需求和优先顺序，还应
从放射性危险、化学物污染、火灾、爆
炸、毒气泄漏的角度，综合考虑空气、
水、土壤污染情况对健康的影响。

3.环境卫生需求评估
除紧急医学救援外，还应充分

评估医疗点和医疗人员配备量、药
品和杀虫剂配备量、供水和消毒剂
配备量、临时厕所和垃圾收集点的
设置量等环境卫生需求。

要恢复供水 加强饮水消毒
震后各种供水水源可能遭受不

同程度的污染，导致饮水水质卫生
条件恶化，组织应急供水是卫生工
作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震后初期，瓶装水等包装水供
应和水车送水是非常有效的保证饮
水安全的供水方式。备用水源的选

用应满足水量充足、水质良好、便于
维护、经济技术合理原则。震后应
尽快恢复市政供水或集中供水，在
恢复供水前应加强水质监测力度，
合格后方可供水；选用备用水源供
水、分散供水和自供水时更应该强
化饮水消毒。

临时安置点应设置医疗点、供
水点、垃圾集中收集点、临时厕所
等，各区域应相对独立设置，避免交
叉污染。安置点应便于排水，防止
污水污染水源。

要搞好临时安置点环境卫生
搭建临时厕所要求做到坑深

（1.5米深）、窄口（15厘米宽）、加盖、
四周挖排水沟，外围草帘。建临时垃
圾坑及污水坑，要定期喷洒杀虫剂，
发动群众建立震区卫生公约，教育群
众自觉遵守。要广泛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治理环境，清除卫生死角，搞好
环境卫生，开展杀虫灭鼠工作。

要流水洗手 预防病从口入
灾区卫生条件受限，预防疾病

的首要任务是预防肠道传染病的发
生与流行，肠道传染病多通过粪口
途径传播，而流水洗手是最有效的
预防肠道传染病措施。注意手部和
用手清洁，不用脏手揉眼睛。注意
个人卫生，如有条件要勤洗澡、勤换
衣服。个人的毛巾、脸盆、手帕应当
单用。如果不得不与病人共用脸
盆，则应让健康人先用、病人后用，
用完用肥皂将脸盆洗净；照顾其他
病人后，要及时洗手。

本报讯 （记者 马麒）积石山
6.2级地震发生后，临夏市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迅速组织各镇街道和各行业
部门党员干部，全力开展险情摸排、应
急预警、援助救灾、宣传引导等抗震救
灾工作，目前全市各领域秩序井然。

迅速开展救灾救援。组织消防、医
疗、河州救援队、民兵应急连、退役军人
志愿服务队5支243人，第一时间驰援
积石山县，救援受困群众26人、转移安
置164人、协助搭建帐篷50顶，设立救
治点7个、救治人员35人。住建部门组
织200名技术人员、30台大型机械赶赴
积石山县，为大河村等5个村2000户受
灾群众搭建帐篷。搭建10个“帐篷学
校”，派驻教师协助积石山县开展教育
教学活动。调派运输车辆29辆，积极
开展兰州市和积石山县灾区简易房转
运。市福利院接收受灾孤寡老人 30
人，市级医院累计接收灾区病人29人。

全面摸排受损情况。落实“四级
包抓”责任制，相关责任人下沉一线，

摸排各自辖区内人员伤亡和建筑受
损情况，目前累计摸排受损住房 2683
户，初步鉴定确认受损房屋C级 140
户、D级2户，全市部分学校、医院、福
利院、办公场所及道路桥梁、各类管
网等基础设施都不同程度受损。

全员动员捐资捐物。发布《临夏
市抗震救灾捐赠倡议书》，动员各部
门单位、社会各界积极捐款捐物，截
至 23日 18时，临夏市慈善协会累计
接收捐款 342.69万元，向积石山县灾
区统一运送5批次总价值727.69万元
的抗震救灾物资。

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安排500名
交警开展日常巡逻疏导，全力保障市
内交通和临夏市通往积石山县的生命
救援通道安全畅通。及时发布社会救
助及福利服务24小时热线，做到“求助
有门、受助及时”。充分发挥媒体优
势，利用电视、广播、新临夏APP等平
台开展宣传，发布灾害动态、避险指南
等新闻稿件319条、视频365条。

临夏市用心用情用力开展救灾工作

12月 25日上午，记者来到积石山县
柳沟乡尕集村一社安置点看到，箱式板房
已搭建完毕，电力工作人员正加紧接电，
解放军战士有序帮助群众从帐篷搬进箱
式板房……

走进已入住群众马国志家的箱式板
房，火炉烧得正旺，房间里暖暖的，马国志
和母亲马阿伊舍、孙子马梓轩坐在床上，
吃着爱心企业送来的糖酥馍和馓子、喝着
茶。火炉前，从宁夏赶回来的马国志女儿
马培花正在炒洋芋菜，这是马国志一家搬

进箱式板房的第一顿饭。
全社群众安全撤离

“地震那天晚上，我邀请村里几个亲
戚来家里聚会吃饭，大家散得迟，等我躺
下休息时到半夜了。突然感觉屋子摇晃
得厉害，房顶不时有东西掉下来，一下子
反应过来是地震了，一家人赶紧互相帮衬
着跑出了屋，因为家里有老人，隔壁邻居
也跑来帮助我们。”马国志向记者诉说地
震发生时的情景。

地震那晚，尕集村一社 36 户群众
相互帮助，一起撤离到安全地带，没有
一人受伤。

村里连夜在空地上支起2个帐篷，让
孩子们待在里面，几个高龄老人被安置到
村民车上，青壮年围在一起生火取暖。

那一夜，邻里互相帮助，全社群众

安全撤离。
女儿女婿赶回家乡

“爸爸，妈妈，积石山地震了，你们都
好吗？我快吓死了。”

“好着呢，一家人都安全撤出来了，村
里人都好。”

地震发生时，远在宁夏生活的马培
花，收到手机地震预警，很快在网上看到
家乡地震的消息，她第一时间联系家人，
打了好多个电话才联系上。

12月 24日，马培华夫妇把孩子安顿
好后，坐车赶回家乡。

“回来的路上，看到了很多救援物
资车，很感动，家乡受灾，全国人民支
援。听父母说地震后，国家领导干部来
了，解放军来了，社会各界的爱心资助
都来了……”马培华激动地说。

搬进“新家”起灶做饭
24日下午，马国志一家在解放军战

士的帮助下，从帐篷搬进箱式板房，房间
里是社会各界送来的物资，炉子、煤炭、棉
被、面、油、鸡蛋、药……马国志一家终于
被安顿了下来。

马培花在火炉旁起灶炒洋芋片，洋芋
片是家人平日最爱吃的一道菜。做熟后，
她端到炕桌上，大家吃得格外香。

“这几天，我们在安置点每顿都能吃
上解放军、爱心企业做的拉面、米饭，现在
我们搬进了‘新家’，米、面、油、菜都有。
如今，女儿女婿赶回来，我们一家人团圆
了，现在要开始自己做饭吃，再不能麻烦
政府。”马国志说，住在温暖的临时安置房
里，吃着一碗洋芋菜，一家人恢复正常生
活、重建家园的信心更足了。

箱式板房里的第一顿饭
本报记者 赵淑娴 李嘉辉

积石山 6.2级地震发生后，为
确保受灾地区通信畅通，12月 25
日，中国铁塔临夏州分公司在灾
区铁塔通讯基站风险隐患排查时
发现，积石山县石塬镇秦阴村上
秦社秦沈家基站由于地震损毁严
重，存在安全隐患。中国铁塔州
县公司立即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
场，紧急抢修，加紧搬迁新建铁塔
及外市电引入。

“天很冷，风太大，冻得手不灵
活了，眼睛也睁不开，但我们还要
加紧干，争取早点把基站抢修好。”
中午12时，正忙于抢修的抢修班组
班长金朝志告诉记者，早上 7时接
到通知后，立即赶到现场，看到基
站损坏严重，需要加紧搬迁新建铁
塔及外市电引入，目前正在全力抢
修，估计晚上 10时左右可完工，保

障信号畅通。
“经过隐患排查，第一时间派

出班组进行新建和抢修，为灾区
抢险救援工作提供通信保障。”中
国铁塔临夏州分公司积石山县区
域总经理张庆说。

通信是抗震救灾中看不见的
“生命通道”。为确保受灾地区通
信畅通，中国铁塔临夏州分公司
迅速行动，立即启动二级应急响
应，成立应急救援前线指挥部，
分设发电保障组、隐患排查组、
应急抢险组、后勤保障组，并紧
急协调兰州、白银、定西和甘南 4
个分公司抢险队连夜驰援。同
时，立即与运营商省、州层面对
接，协同指挥调度震中周边通信
应急抢险及保障工作。截至目
前，由该公司负责运维的 412 座

通信基站，无一因地震断电导致
退服情况发生，保证了通信“第
二生命线”的畅通，履行了国企
的责任与担当。

“身为‘铁塔人’，要全力抢
修保障通信畅通，让灾区群众与
亲人互报平安。”中国铁塔临夏
州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刘小
鹰告诉记者，地震发生后，省州
联动组织人力 205 人，携带发电
机等抢险物资，第一时间赶到灾
区抢险救援，截至目前，对全县
412 个基站进行“地毯式”隐患排
查，受灾最严重的 4 个乡镇没有
出现通信中断，有力保障了抢险
救援工作。

目前，中国铁塔临夏州分公
司正有序组织施工、维护抢修受
损通信基础设施。

争分夺秒保障“第二生命线”
本报记者 马玉兴 李嘉晖

本报讯 （记者 陈礼娟）连日
来，积石山县采取多种方式，妥善做
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同步加强生活
保障、服务管理等工作，全力以赴确
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加快安置进度，让群众住得放
心。结合不同乡镇、不同村社和群众
的不同需求，按照就近就地分散安置
与集中安置相结合原则，采取就近帐
篷安置、板房安置、投亲靠友安置、租
赁住房安置、回迁安置、异地安置、公
用设施安置等方式，妥善安置受灾群
众。截至 12月 25日零时，累计安置
受灾群众112346人。

强化生活保障，让群众住得暖
心。尽最大努力满足群众需求，累计
向受灾群众发放捐赠物资2101446个
（件），每个安置点配备电炉火炉、煤
炭等取暖物资，每个床位配备脸盆、
牙刷牙膏、电褥子等生活必需品，确
保受灾群众每人都有棉衣、每床有被
褥、每个帐篷有火炉（电炉）、每个安
置点有煤炭、每人有干净水喝有热饭
吃。按照国家自然灾害生活补助有

关政策，每人发放300元临时补贴，对
遇难者家属每户发放1万元补助。同
时正在申请对就近租住和投亲靠友
的受灾群众，落实为期 6个月每户每
月补助 1000元的租房补助。迅速开
展房屋隐患排查，组织专业人员对全
县建筑物进行应急评估，目前已全面
完成 72996户住房安全评估工作，排
查出可安全入住房屋 42784户、不可
入住房屋30212户。

加强服务管理，让群众住得安
心。强化宣传引导，广泛宣传抗震、
防疫、卫生、安全等知识，严密防范
火灾、一氧化碳中毒等事故，为受灾
群众适时开展心理疏导。保障正常
医疗秩序，设立临时医疗服务点 193
个，配备医务人员 368人包点负责医
疗服务工作。组建 25 支巡回医疗
队，配备医务人员 363 人、车辆 53
辆，到受灾最严重的 4 个乡镇 35 个
村，逐村逐户开展巡回诊疗，平均每
天巡诊 700人次，累计巡诊 20994人
次，累计发放药品 45.49 万盒（瓶/
袋）、口罩 6.8万个。

积石山县立体施策推进受灾群众安置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