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东乡县在主
题教育中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聚焦民
意所求，打通堵点难点，倾力解决历史
信访积案，用心用情化解了 30 年的矛
盾纠纷，很好地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
理念，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切实
让人民群众感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
主题教育成果落实落细到群众心坎上。

知民意、晓民情，是为民解忧的重
要前提。东乡县在解决马维祥信访案
件中，深入调查研究，坐上乡亲炕头，拉
家常、听真话、察实情，身挨身坐、心贴
心聊，群众才愿意打开心扉，掏出心里
话，全面掌握群众的所思所想、所忧所
盼，摸清社情民意，找准问题症结。

谋实招、务实功，才能知难而进、取

信于民。东乡县坚持问题导向，研究梳
理信访案件的来龙去脉，采取务实举
措，成立工作专班，专门制定方案，精准
确定对策，通过一次次协调，一次次走
访，从细微处着手，全心全意办好民生
实事，做好做细群众思想工作，对症下
药，化解了群众积怨心结。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才会沉
淀多少真情。党员干部要牢记为民宗
旨，厚植为民情怀，沉下去、接地气，倾
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反映群众的意
愿和要求，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
大事、把群众的难事当成自己的心事，
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有效解决群众的
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才能让人民
群众满意。

坐炕头 解民忧 化难题
●王朝霞

▶短评

“现在的干部们好啊，不厌其烦地来
到我家里，坐在炕头，苦口婆心地反复劝
说，解开了两个儿子30年的心里疙瘩，让
我们全家人和好如初。”近日，东乡族自治
县90多岁的周乃白老人拉着东塬村村支
书杨哈三的手，由衷感谢党和政府。这是
东乡县化解了东塬乡东塬村村民马维祥
一桩长达30年信访案件带来的结果。

早些年，马维祥在其母周乃白动员
下，由哥哥马洒力带他到白银木材市场做
生意。因兄弟俩的经济矛盾纠纷，马维祥
自1993年开启了漫长的上访之路，村里
调解，他不服，就找到乡里；乡里调解，他
不服，就找到县里；县里调解，他不服就找
到州里、省里，甚至多次进京……2021年
5月，他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劳教，15个
月刑满释放后他再次上访。无休无止地
上访，使他成了全县有名的上访户。

“上访的日子不好受，找最便宜的床
位，凌晨两点就起来赶往城里，8点到信
访部门办公楼里打卡，带些大豆、干馍充
饥……”马维祥深感上访的苦楚，态度却
依旧坚决，“我觉得是哥哥的错，一直想不
通，我就是要上访讨个说法。”自马维祥信
访以来，东乡县公安局、县信访局和东塬
乡东塬村的县乡村干部以及村里有威望
的老人多次进行调处，但马维祥不愿意接
受调解，执意通过信访渠道解决。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临夏州要
求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进行问题梳理、

难题排查，把解民忧、让广大人民群众满
意作为开展主题教育的最终目标。为此，
东乡县在主题教育中，结合“三抓三促”

“主动创稳”和信访问题专项整治百日攻
坚行动，将马维祥信访案件纳入2023年
重点矛盾纠纷积案化解事项，专门成立工
作专班研究制定化解方案。县乡村干部
多次到马维祥家里，坐上炕头，拉起家常，
询问事情来龙去脉，讲政策、说情理，问冷
暖、恤困苦，用温暖渐渐融化了马维祥内
心深处的坚冰。

在县乡村干部的关心下，马维祥一改
偏执态度，跟随县乡村干部来到住在临夏
市的哥哥马洒力家中。看到哥哥长期卧
床且病情日益恶化，马维祥情绪很激动，
想与哥哥言归于好，但马洒力无法释怀，
不接受马维祥的道歉。眼看二人又将反
目，县乡村干部积极动员亲朋好友、乡贤
等多次到马洒力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以案说法、以案说德，兄弟二人终于打开
心结，握手言和。至此，一桩历时30年的
矛盾终于得到化解。

已经67岁的马维祥说：“为了一点
经济纠纷，我一意孤行上访，从一个年轻
后生变成了老头，把亲人变成了仇人，想
起来真不划算。多年上访使我顾不了
家，地荒了、家穷了，光阴过得不如人。
如今干部们关心我、看望我，将心比心地
给我讲政策、讲亲情，让我终于想通了，
我再也不上访了，准备种好苞谷、养些
羊，好好过日子。”县乡村根据马维祥家

庭实际困难，将其列入二类低保户，全家
7口人每人每月享受442元，还帮助他发
展种植养殖产业。

“最近天气转冷，乡村干部送来了煤
炭、面粉、油和鸡蛋等，让全家人心里暖乎
乎的。老公不再上访了，全家人团团圆圆
了。”老伴周姑姑高兴地说。东乡县信访
局负责人感慨道，“只要我们干部眼里没

有落后的群众，就一定能做好广大群众的
思想工作。”

炕头上化解30年的兄弟纠纷
——东乡县成功调处一起典型矛盾纠纷信访案件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曹剑南 王朝霞 王虎 于晓明

干部坐炕头与马维祥家人聊天。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霞 摄

临夏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持续助力灾区农村公路恢复通畅
本报讯 （记者 马麒）12月22日，

临夏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紧急抽调临夏、东
乡、双城公路段干部职工到积石山县开展
农村公路塌方、废墟、垃圾清理工作。截

至24日，已累计清理塌方650立方米、废
墟432立方米、垃圾395立方米，保障救
灾通道安全畅通。

据悉，此次该中心共抽调干部职工90

余人，调集公路巡查车6辆、垃圾清运车8
辆，对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周边、沿太子山旅
游大通道、柳沟至大河家路、刘集至大河家
路、陈家村道、四堡子村道、梅坡村道、大河
村道、克新民村道、三二家村道10条农村
公路的塌方、废墟、垃圾进行清理，全力帮
助灾区农村公路恢复正常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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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州积石山县 6.2级地震发生后，
甘肃省科协党组高度重视，积极动员科协
系统发挥组织和资源优势，伸出援助之
手。省科协机关干部职工第一时间踊跃
为灾区捐款 28750 元，临夏州科协捐款
8250元……科普专家第一时间投身震后
医疗救援和震情研判灾情评估，部分科协
工作人员按照属地安排也在第一时间赶
赴灾区积极开展灾情普查、组织物资、震
后安置等工作。

生命为号，灾情为令。地震发生后
省、市（州）、县（区）科技人员，特别是医疗
单位和消防救援，反应迅速，争分夺秒与
时间赛跑，前赴后继展开生命“接力赛”，
争取在最佳窗口期抢救生命，帮助灾区共
渡难关。

甘肃省科普教育基地、兰州大学第一
医院在第一时间集结了16名由各科室骨
干组成的抗震救灾医疗队员，在副院长张
磊带队下星夜奔赴灾区一线。19日凌晨
6时许，抵达重灾区大河家镇，随即展开
医疗咨询、创伤分鉴、患者转运等救援工
作。10时许，一名刚从废墟里搜救出来
的 7岁女孩被送至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救
护点，女孩被倒塌的房屋砸伤，情况严
重。张磊随即带领两名队员护送女孩到
积石山县人民医院，并和该院医生会诊确
定治疗方案。随后医疗队队员被分到临
夏州人民医院专业组病区。20日晚，张
磊还成功为一名严重外伤性肝脏破裂的
孤寡老人主刀进行了修复手术。

甘肃省科普教育基地、兰州大学第二
医院也是在第一时间集结了两支医疗队，
包括金城首席科普专家王景在内的20名
救援人员，分赴积石山县医院和临夏州医
院投入医疗救治工作。当天上午，在救援
人员的指导下，临夏州人民医院为一名
13岁重度颅脑损伤、脑疝患者完成急救
手术。在积石山县人民医院里，救援队员
魏政勇成了临时“宝爸”。一名儿童和父
母一起送到医院，由于受到严重惊吓哭闹
不止，魏政勇急忙上前，轻轻抚摸孩子的
额头，讲故事、唱儿歌，努力分散孩子的注
意力。一小时后，孩子终于平静的在临时
爸爸的怀里慢慢入睡。

医疗队员们不仅要承担医疗救助任
务，还要为受伤群众做心理疏导。由金城
首席科普专家、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副院
长何蕊芳带队，共15人第一时间赴灾区开
展心理疏导救援工作。金城首席科普专
家、甘肃省二院副院长马新换值守医院，准
备灾区急救药品和物资。金城首席科普专
家陈琼琼、张风红、康廷虎、杨玲及团队成
员值守甘肃省二院和西北师范大学心理援
助热线，通过电话对灾区群众进行心理疏
导，全力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

12月19日凌晨，兰州市科普基地、兰
州手足外科医院紧急成立积石山地震医
疗救援领导小组，全院各临床、医技科室、
职能部门负责人停止休假，医务人员随时
待命，调配物资，备好奔赴灾区的应急救
援设备设施，做好后勤保障。上午 8点，

师富贵、张晓库两位院领导分别集结两支
医疗队共计35名核心骨干医护人员组建
救援小组，携带急救药品、医疗器械、医用
耗材及方便面、棉被等各类应急物资，紧
急赶赴灾区一线。医疗救援队分组进入
积石山县人民医院开展转运患者、检查伤
情、手术救治工作。

19日凌晨，临夏州委、州政府第一时
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临夏州、积石山县
科协积极响应，由州政协副主席陈文带
队，州科协党组书记、主席马俊峰和一名
科室负责同志组成工作组，19日早上5点
赶赴积石山县徐扈家乡开展抗震救灾工
作。他们组织人员将11名受伤群众送往
积石山医院救治。随后，走访摸排核查灾
情及物资需求及调运情况，督促物资落实
和分发。积石山县科协主要负责同志带
队，赶赴震中柳沟乡，在县科协帮扶联系
村柳沟乡阳山村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临夏州科协选派党组成员、副主席马
玉祥和一名干部，下沉到徐扈家乡仙家
村，与县、乡、村党员干部混编组队、统一
行动。积石山县科协抽调14名干部职工
在柳沟乡阳山村按照“逐户核实、不漏一
户、人人见面”要求，开展拉网式人员搜救
排查，安抚慰问受伤人员，引导疏通群众
情绪。

放眼望去，寒冬中的积石山山顶、山
间、沟谷地带还有不少积雪，寒潮叠加高海
拔，低温成为此次地震救援的一大难点。

刚刚被省科协认定为省级科普基地

的天水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增援命令后，
集结 13辆消防车、64名指战员紧急驰援
灾区。消防员克服高原高寒等不利因素，
在大河家镇大河家村对村民危房进行搜
索，每一个倒塌的房间、倾覆的院墙都不
放过，清理废墟排除安全隐患，同时利用
长航时无人机进行空中侦察和坍塌区域
扫描，为现场救援、灾后重建等工作提供
重要参考依据。

随着地震救援工作重点转为伤员
救治和受灾群众生活安置，天水支队转
战大河家镇大墩村安置点，帮助受灾群
众搭建帐篷、安装生活设施、搬运救灾
物资。经过多方共同奋战，安置点所有
救灾帐篷搭建完成，简易床铺安装到
位，炉火熊熊燃烧驱走黑暗和寒冷，群
众全部搬进帐篷过夜。

除了一线搜救和医疗救援外，甘肃省
地震局副研究员、金城首席科普专家王谦
及团队成员赴灾区开展震害调查与烈度
评定，团队成员马海萍在兰州参与震情研
判。甘肃煤田地质局正高级工程师、金城
首席科普专家苏永奇赴震中重灾区开展
地质灾害排查。

25日，甘肃省心理咨询师学会、甘肃
省社区科普研究会莫兴邦和漆兴平两位
会长亲自拉运牛奶、米、面、油等物资赶
赴积石山，为受灾群众送去一片爱心。
同时，对受灾群众开展心理状况调查，确
定心理疏导方案，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
心理干预。

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到灾区一线，但
科协系统更多人却一直关注着灾区，与灾
区人民共同面对灾难。微光成炬，凝成星
河。目前，抗震救灾已进入灾后过渡安置
和生产生活恢复阶段，但科协人仍时刻关
注着灾区和灾区人民，为灾区重建付出努
力和爱心。

微光成炬 凝成星河
——甘肃省科协系统抗震救灾工作纪实

甘肃科技报社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云文

遭受地震灾害后，不少禽畜因灾
死亡，由于死亡禽畜体内带有大量微
生物，如果不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
会污染环境，还容易引起布鲁氏菌病
等人畜共患病的传播与流行。

地震过后要小心布病的预防
此次地震的震中区域，居民多

以养殖牛、羊为主。地震过后又来
不及对圈舍进行消毒打扫，加之近
日气温较低，家养的羊、牛等动物容
易感冒，这些原因都会导致布鲁氏
菌病的传播。

布鲁氏菌病是由布鲁氏菌引起
的人畜共患性传染病。与人类有关
的传染源主要是羊、牛和犬等。人
主要通过直接或间接接触被感染动
物或其制品而感染。人感染布病的
主要途径包括：

1.直接接触传播：布鲁氏菌病主
要通过直接接触病畜或其分泌物，
或者在饲养、挤奶、剪毛、屠宰和加
工皮毛、肉制品过程中，没有注意保
护导致皮肤微伤或眼结膜受染。布
鲁氏菌病的高危人群包括牧区的牧
民、兽医、饲养员、屠宰工人以及皮
毛加工工人等。

2.消化道传播：食用被病菌污染
的食物、水或食生奶及未熟肉、内脏
可导致感染。

3.呼吸道传播：环境受传染病细菌
污染后形成气溶胶，可发生呼吸道感染。

人患布病的症状
人感染布氏菌后，一般潜伏期

为1～3周，平均为2周，个别病例潜
伏期长达1年。

1.感染后症状多样且非特异，多
汗是本病的突出症状之一。患者可
出现各关节疼痛、神经痛和肌肉酸
痛。会出现包括发热、乏力、萎靡、

厌食、消瘦等症状并反复发作。
2.症状随着时间推移而加重，容

易出现疲乏且普遍精神不振。
震后预防布病应如何做？
1.养殖区与生活区要分开，牲畜

圈舍要定期消毒处理。做好个人防
护，防止气溶胶传播，规范屠宰。

2.严禁徒手直接接触牲畜流产物
和死胎，牲畜流产物、胎盘等应消毒或焚
烧后，挖坑深埋，病畜要及时扑杀处理。

3.对普通民众而言，要不喝生
奶，不吃生肉，因为布鲁氏菌在乳及
乳制品、皮毛中能长时间存活，但不
耐热，在高温下即可杀死，因此，生
鲜奶要煮沸后，肉要煮熟后再食用。

4.如果出现不明原因发热、乏
力、关节酸疼等症状，及时寻求安置
点医疗救助，主动报告牲畜接触史，
以免耽误治疗。
震后如何做好人畜共患病的预防

1.大力开展防鼠、灭鼠和杀虫为
主的环境整治活动，降低虫、鼠等传
播媒介的密度。

2.要管好家禽家畜，狗、鸡应圈
养，不让其粪便污染环境及水源，鸡
粪等发酵后再施用，死禽死畜要消
毒后深埋。

3.管理好厕所粪便，禁止随地大
小便，病人的粪尿要经石灰或漂白
粉消毒后集中处理。

4.尽量减少人与禽、畜、鼠、虫等
媒介的接触机会。

5.注意个人卫生防护，当身上皮
肤有破损时，更要小心防止从禽畜
身上感染病毒或细菌。

地震灾害后要谨防人畜共患病

“我是年玉成，请问您要咨询什么事
情？”“您好，我就在积石山灾区现场，我们
现在需要一些棉被、棉衣等。”……12月
24日，当记者在积石山县见到共青团临夏
州委兼职副书记、康乐崇善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党支部书记年玉成时，他正在对接救
援物资情况。自地震发生后，这样的电话
年玉成每天要接300多个。

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年玉成从

网络上看到灾区令人揪心的画面，立即驱
车前往一线，了解灾区情况，对接全国多
家紧急救援团队奔赴灾区。

12月19日7时50分，年玉成抵达大
河家镇，入户调查了解受灾情况，组织动员
青年志愿者参与援助，引导受灾群众正确
对待目前困难。由于长期从事青少年关爱
工作，他对灾区的青少年怀着一份特殊情
感，担心地震会对他们的心理、生活和学习

造成影响，每到一户，他都耐心与孩子们交
谈，鼓励他们坚强起来，勇敢面对困难。

从12月19日开始，年玉成和康乐崇
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5名社工已经连
续工作一周。在救灾第三天，他生病了，
但他咬紧牙关仍然坚守一线。“我们要用
行动让灾区群众感受到浓浓的爱意，融入
他们的生活，做一个倾听者，在他们悲伤
时送上一个温暖的拥抱，并力所能及地帮
他们做些事。”年玉成说。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共青团干部、
一名热血男儿，年玉成以实际行动诠释着
责任与担当，点亮灾区群众心中的那盏灯。

本报记者 陈礼娟

青春在灾区闪光

“全院职工立即返岗开展医疗救治工作，家中有伤员的待
伤员安顿好后立即返岗。”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该县中西
医结合医院90多名医护人员，看到微信工作群里的通知后，纷
纷返岗投入到伤员医疗救治工作中。

“跟我来，二楼病房还有2名患者”“快，3号病床还有1名患
者”……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
间，该院紧急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在院长马渊俊的组织带
领下，张国花、孔德万、王霞、张黎辉、蒲永栋等30多名值班人员
来不及考虑正面临的危险，立即到病房转移住院患者。“当时，
地还在动，楼还在摇，有些患者行动不便，孔德万和张黎辉两个
人就一个一个往外背。”马渊俊说。

19日00:10分左右，地震发生不过10分钟，该院住院部各
科室28名住院患者全部被转移到楼外的空旷地带。

“地震会有很多人受伤，我们必须尽快把药品、器械找出来。”
所有住院患者撤出来后，马渊俊立即做出决断。医护人员再次返
回楼内，冒着生命危险冲进随时可能垮塌的住院部病区、门诊药房
紧急“抢救”急救药品和医疗器械，为抢救伤员做好了准备。

不出所料，00:30分左右，第一位因灾受伤患者送进了医
院。地震中，医院所有建筑设施受到了严重损害，全院停电，可救
人的事一刻也不能耽搁。马渊俊迅速指挥和带领医护人员在院
外安全地带搭建临时医疗救治点，紧急救治因灾受伤的患者。“后
勤人员用发电机给照明和电热毯供电，医护人员和患者家属用手
电筒和手机当照明。为了防止药品被冻住，有些医护人员把药捂
在怀里或生火将药放在旁边烤。”医院总值班马永武说。

在救治伤员的同时，该院抓紧在医院门口搭建帐篷。早上天
还未大亮，医院门口的“帐篷医院”开诊了，医护人员被分成外伤救
治转运组、巡回医疗组、急诊急救组、后勤保障组和健康教育宣传
组等5个小组，接诊因灾受伤的患者和普通患者。同时，迅速打通
与州县医院的生命通道，重症患者经过该院初步诊断和简单的治
疗后，第一时间转到积石山县人民医院和州上各医院进行治疗。

“泽泽，爸爸妈妈爱你！”“乖乖听话，你是男子汉，要听爷爷奶
奶的话。”……孔德万和王霞是抗震救灾“夫妻档”，家里房屋已经
坍塌也顾不上去看一眼，始终坚守在医疗救治工作第一线。12月24日，地震发
生第6天，他们才在“帐篷医院”隔着手机屏幕与家人联系。

同样是“夫妻档”的蒲永栋和何登红，白天忙于给各安置点医疗救治点配送
药品、生活物资等，晚上抽空到家给生病的孩子吃药后，又立即返回医院。“我们
俩感觉十分亏欠孩子，面对大灾，我们要齐心协力顺利渡过难关。”蒲永栋说。

近几天虽然余震不断，但他们时刻准备着，守在群众身边，努力让群众有
病可医。“目前，我们在大河家镇安置点设置医疗救治点22个，派驻医护人员
44人，24小时开展日常诊疗、转诊和常用药品发放工作。共接诊4000人次
左右，发放药品4万多盒。”马渊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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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
淑娴）12月26日，州邮政
管理局开展“情系灾区
雪中送炭”慰问活动，为积
石山县快递行业受灾员工
及家庭送去温暖。

积石山6.2级地震发
生后，该局深入摸底积
石山县邮政快递行业受
灾人员情况，未发生人
员伤亡。针对受灾较为
严重的46户员工家庭的
取暖问题，该局积极汇
报、多方争取，在省邮政
管理局、省快递协会、兰
州快递业工会联合会的
大力支持下，为每户家
庭发放500斤煤炭；自筹
资金近 5000 元，为他们
送去大米、鸡蛋、清油等
生活物资。

自19日以来，该局组
织人员深入县城和受灾严
重的大河家镇、柳沟乡等
地，实地走访寄递企业、有
关部门和干部群众，了解
群众用邮需求，努力推进
复工复产，积极破解基层
急难愁盼问题。省邮政管
理局多次协调省级寄递企
业总部，帮助基层企业和
一线员工解决实际困难，
累计为积石山县各企业受
灾员工及家属援助各类物
资价值共计66.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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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石山 6.2级地震发生后，许多爱心
人士纷纷伸出援手，向受灾群众捐赠各种
急需物资。

12月 25日，记者在石塬镇秦阴村安
置点看到，爱心人士宋生花将剩余的厨具
等物资装车拉往下一个安置点。她说：

“得知家乡人民受灾，我就组织爱心人士
给受灾群众捐赠一些锅碗瓢盆等生活物
资。在安置点的活动板房内，受灾群众想
要的不仅是热菜热饭，更想找到家的温
暖，现在生活物资一应俱全，基本可以正
常生活了。”

帮宋生花搬物资的村民曹学平告诉
记者：“地震发生后，家里受损不大，我帮
助志愿者和爱心人士分发物资，做一点力
所能及的事，捐赠的这些厨具是我们现在
急需的，感谢爱心人士的善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爱心人士捐
完物资并没有离去，他们留在灾区，自发当起
了志愿者，向受灾群众分享自己的故事和经
验，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勇敢面对困境，用自
己的力量重建家园。

爱心厨具 温暖灾区
本报记者 马玉兴

12月26日，地震后的第八天，也是
韩维礼在灾区忙碌的第八天，他是甘肃
省保安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是积石山县刘集乡高李村人，地震发生
后，他就一直为家乡的灾情忙碌着。

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他向曾
经工作过的上海、厦门及出差熟悉
的杭州、苏州、常州、西藏、深圳、广
州、三亚等地的熟人、企业家 1500多
人发送有关灾情消息和接受捐助通
知，动员他们为灾区捐款捐物。同
时，动员身边熟悉的商人、企业家捐
款捐物 10 多万元慰问灾区，还为有
意捐赠物资的外地人员提供帮助，
根据捐赠者意愿，将物资送到最需
要的受灾群众手中。通过他的积极
沟通协调，爱心人士已为高李村捐
款捐物 60多万元。

26日，韩维礼把爱心人士捐助的
10床棉被、1000元现金、200件电褥子、
四袋防寒衣和儿童棉衣，以及自己的
5000元现金和 20份礼茶、200个馍馍
等物资，送到乡亲们手中。“韩主任这
个人真的就干三得没话说”“谢谢韩爷
爷给我们带来的手抓饭，香得很”……
当大家又看到这个熟悉的身影时，只

能一次又一次地表达着谢意。
一直为灾区奔走的他，似乎忘了

自己已经58岁了，乡亲们和家里人担
心他的身体，强迫他中间回了趟家。
可家乡受灾的乡亲们一直牵动着他的
心，当晚和家人一起吃饭时，想到自己
吃着丰盛的饭菜，家乡的乡亲们不知
道吃上饭了没，是不是又吃方便面，顿
时感觉手中的饭都不香了。于是韩维
礼马上找到餐厅的老板，询问老板愿
不愿意去高李村为受灾群众做一顿
饭，老板一听去灾区做饭马上就答应
了。“我本来就打算明天去的，跟韩主
任想到一块去了。”老板周艾力说完就
准备食材去了。第二天下午一点，高
李村的群众就吃上了美味的手抓饭。

这已经不是周艾力第一次为灾
区群众做饭了，在灾情发生第二天，
他就拉着棉衣、棉被、盒饭、方便面、
牛奶等物资去了灾区，为刘集乡、大
河家、吹麻滩、柳沟乡等地的受灾群
众做了三天的饭。这次在高李家村
做完中午饭，晚上他还要去大河家镇
韩家村做大盘鸡。

一个个有情怀的自家人为灾区
群众带去了一份份特殊的“温暖”。

温暖的“家人”
本报记者 王伟如 景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