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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灾难发生，那些亲历者的心理上
难免会出现一些异常波动。如何最大限
度恢复他们的心理健康，抚慰心理创伤，
让他们尽快走出心理阴影，这成为心理医
生的首要任务。积石山 6.2级地震发生
后，焦金仓就投入到救灾一线，抚慰灾区
群众受伤的心灵。

作为永靖县中医院的一名心理医
生，焦金仓有着丰富的经验。当得知被
抽调到积石山县抗震救灾一线工作时，
他说：“作为一名党员，我理应冲在一线，
用自己的所学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

12月 28日，记者在石塬镇刘安村见
到焦金仓时，他正在给学生讲课，主题为

“呵护心灵 温暖家园”。课堂上，他声情

并茂地讲述着一个个故事、一个个案例，
积极和学生们互动，用温暖的语言让孩子
们舒缓恐惧和紧张的情绪。

焦金仓告诉记者，抵达刘安村后，破
碎的房子、哭泣的小朋友，还有不定时的
余震……这一幕幕让他更加坚定了作为
医生的使命。他及时向村干部、村医了解
村里的伤情和群众各种悲伤、焦虑、担心、
恐惧等情绪及睡眠、生活、饮食受影响情
况，尤其对老年人、儿童、青少年、孕妇、患
有精神心理疾病的病人等重点人群的情
况予以详细了解。

之后，他和同事们彻夜商讨，立刻投
入到救援工作中。

“医生，我孙女有点不舒服，总是自言

自语，不敢回家，整夜不能睡觉。”一名老
奶奶前来求助。焦金仓和同事们立即展
开心理评估和治疗，通过量表和精神专科
检查，最后诊断为急性应激障碍，随即对
小朋友进行心理干预。短短一天时间，小
朋友就有所恢复，第三、四天后找回了往
日的开朗。

“谢谢你们，我活泼可爱的孙女又回
来了。”老奶奶的脸上有了笑容。

之后的每一天，焦金仓对老年人、儿
童、青少年、孕妇以及患有精神心理疾病
的病人开始进行团体心理辅导、一对一
心理咨询，对他们产生的强烈恐惧、焦
虑、失眠等情绪反应，现场进行心理测
评、心理疏导、心理健康科普，快速舒缓

不良情绪，引导他们用正确的方式表达
内心的紧张和恐惧，稳定情绪，用积极阳
光的心态面对一切。

回想起这几天的经历，焦金仓用“惊
险”来形容。一波又一波余震的袭扰、恐
惧笼罩的人群、夜间零下十几度的气温
……“我是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职责，不
会因为前方危险、有艰难而退缩。”焦金仓
坚定地说。

从“心”出发 重拾心理健康
本报记者 马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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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闫改琴）积石
山 6.2级地震发生后，州妇联党组第
一时间了解震区妇女儿童受灾情
况，对驰援灾区工作进行部署，及时
组建工作组，帮助受灾地区妇联有
序推进各项工作。

冲锋在前，发挥“半边天”作
用。省、州妇联及时组建工作组，抽
调干部增援积石山县。首批工作组
成员由省妇联 6名干部职工和临夏
州妇联7名工作人员组成，主要在积
石山县福利院、积石山县高速服务
区等地接听各方联系电话。截至目
前，妇联干部接听电话近3000个，共
协助接收物资 173 批次，价值约
5998.42万元。

疏导心理，助力群众恢复生活
秩序。省妇联心理服务巾帼志愿队
在受灾村镇组织开展心理团辅活
动40场次，服务妇女儿童2000余名，
并为 469人重点给予一对一心理疏
导。深入村社、集中安置点，遍访
117个遇难者家庭和部分震后因各
种原因去世的人员家庭，为遇难者

亲属提供心理干预和情绪疏导、制
作发放妇联 12338心理咨询服务热
线联心卡，互留联系方式，长期提供
24小时线上心理服务。甘肃省女企
家协会的 6名志愿者随队慰问受难
家属，并为团队提供后勤保障。

加强引导，鼓励妇女开展生产
自救。州县妇联发出《凝聚力量
积石成山 重建家园——致积石山
县各级妇联组织和广大妇女姐妹
们的倡议书》，在广大妇女和家庭
中广泛凝聚起积极投身灾后重建
工作，共同重建美好家园的良好风
气。各级巾帼志愿者队伍积极了
解妇女群众需求，协助解决问题，
疏导安抚情绪，把党和政府的温暖
送到受灾群众身边。

加强引导，壮大正向舆论宣
传。州县妇联灵活运用新媒体平
台，广泛挖掘和宣传灾后重建工作
中的先进妇女典型及感人事迹，汇
聚起灾后重建的磅礴力量。主动转
发安全提示等信息，帮助妇女进一
步增强防范意识和安全意识。

各级妇联组织为抗震救灾凝聚巾帼力量

积石山 6.2级地震发生后，抗震救灾
一线随处可见志愿者、下沉干部忙碌的身
影，他们不分昼夜、不畏艰难，成为灾区群
众的坚强后盾，帮助群众渡过难关。

下沉干部马学忠：
服务好群众是我们的使命

“各位父老乡亲，这是我们村上震后
的第一次村民知情大会，大家要根据村委
会的所有安排，共渡难关……”这是12月
27日下午，积石山县石塬镇宋家沟村召开
的震后第一次村民知情大会上的一幕。
会上，对消防安全知识、应急救援、地震自
救等常识进行了普及演练，并就下一步抗
震救灾工作作了再动员、再安排。

灾情就是命令。自接到组织安
排，州委政法委下沉宋家沟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马学忠带领 4 名党员干部，
第一时间到宋家沟村开展抗震救灾和

服务保障工作。
马学忠和下沉干部们在宋家沟村联

系衔接、接收物资、验收登记、协调存放，
还要兼顾群众的服务保障工作，每天马
不停蹄来往于安置点和救灾物资接收地
之间，他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服务好
群众是我们的使命”。

“目前，村上集中安置点活动板房已
完成入住群众118户，我们的工作已进入
常态化阶段，我们会按照各自分工，继续
服务保障好群众下一步的生活。”马学忠
告诉记者。

为保障好群众服务工作，下沉干部
与村“两委”研究商议后，在安置点设置
了一委（村民自管委员会）两室（党建服
务室和心理辅导、医疗服务、矛盾调处、
警务服务、就业服务等综合服务室）三员
（安全员、治安员、卫生员）一队（水电服
务队），及时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确保群
众安全温暖过冬。

志愿者石子伟：
请缨逆行，为村上做点事情

“震后需要搬运物资、排摸统计，是

村上正缺人手的时候，我是本村人，更应
该顶上去为大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志
愿者石子伟坚定地说道。

地震中，位于石塬镇沈家坪村的
石子伟家墙体开裂、房屋塌陷，她和
家人根据村上要求第一时间住到帐
篷紧急避难。看到村上的惨状，她在
震后第二天，加入了村上安置点志愿
者队伍。

记者在沈家坪村集中安置点看到，
石子伟和村上 4名志愿者一起穿梭在活
动板房，搬物资、分发物资、搭建帐篷、清
扫卫生、登记信息……几天时间，石子伟
成了村委会里的得力干将。

“这次地震，我感受到了国家的强大
和生命的珍贵，更让我学会了珍惜和感
恩，我要和村里所有人一同渡过难关，重
建家园。”石子伟表示，她会将这次经历
作为人生中重要的一课，在今后的学习
生涯中不断激励自己。

没有险象环生的一线救援，没有轰轰
烈烈的英雄壮举，他们用自己的默默付
出，托起了灾区群众新的希望。

救灾一线的最美身影
本报记者 马琼洁

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积石山县部
分乡镇牛羊养殖户圈舍出现不同程度的损
毁，致使许多群众的牛羊“无家可归”，面临
冻死、饿瘦的风险，这可急坏了养殖户。

“天灾无情，人间有爱。得知积石山
县受灾群众的羊销售、饲养有困难时，我
们及时将情况向州农业农村局汇报。在
州农业农村局的支持帮助下，我们立刻
发动东乡县羊产业发展协会养殖大户、
合作社，组成灾区羊只收购综合服务队，
到受灾最严重的几个村社收购羊只。”东
乡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为帮助受灾群众养殖产业不受损、
卖出好价钱、顺利渡过难关,东乡县农业
农村局组织动员当地养殖合作社为灾区
养羊村民提供“一高一低”让利惠民举
措。“一高”是合作社上门收购受灾村民
的羊，活羊每斤收购价高于市场价 1-2
元，或者每只收购价高于市场价 100-
200元；“一低”是如果村民不愿意卖、想
继续养，合作社按每吨低于市场价 200-
300 元的价格给村民提供饲草料，并提
供技术指导。

“地震发生后，我家的羊圈损毁严

重，羊的饲草也无法供应，是东乡县收购
服务队及时帮助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
现在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积石山县刘集
乡阳屲村养殖户姬学坪说。

据了解，12月 25日至 27日，东乡县
农业农村局、畜牧中心组织全县 16家养
殖合作社奔赴积石山县，以每斤高于市
场价 2元的价格收购受灾群众羊只 500
多只，累计金额 33.93万元。目前，此项
工作还在持续，东乡县的这支灾区羊只
收购综合服务队，给受灾群众带来了兄
弟县的浓浓暖意。

灾区的羊儿有了“新家”
本报记者 赵淑娴 通讯员 马金海

本报讯 （记者 王伟如）积石山
6.2级地震发生后，甘肃前进现代农业发
展集团立即行动，先后驰援积石山县救
灾物资共计6批，价值175.958万元。

12月 19日，该公司全面启动集团旗
下甘肃传祁乳业张掖乳品厂生产线，昼夜
运营抓生产，全力以赴保供应，全面夯实
助力抗震救灾物质基础。12月20日，该
公司工作人员快速响应救灾号召，将第一
批价值 20万元的棉被、帐篷和牛奶等救
灾物资运送到了积石山县救灾一线。截
至12月27日，该公司已驰援积石山县救
灾物资共计6批，价值175.958万元。

该集团驻积石山县地震灾区救援工
作队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与灾区
人民同心协力，冒着严寒走乡串镇，将援
助的救援物资一批批转运、一件件分发
到受灾乡镇和群众手中，生动诠释了甘
肃前进集团大爱无疆的奉献精神。

甘 肃 前 进 集 团
6 批物资驰援灾区

本报讯 （记者 马琼洁）连日
来，州消防支队驻守积石山县大河
家镇火灾防控队伍深入一线，通过
加强安置点帐篷、活动板房管理、扎
实开展消防宣传等工作，打造消防
安全“样板间”，切实强化地震灾区
火灾防控工作，筑牢安置点消防安
全“防火墙”。

地震发生后，州消防支队协调
西陆 76军防空旅、电力公司在大河
家村现场办公，并对接公安、乡镇政
府量防火间距、测消防车通道、规范
帐篷搭建，确保安置房之间防火间
距符合消防规范要求。为确保安置
点消防安全，支队为每个帐篷、每间
活动板房配备灭火器、照明灯、铁

锹、沙子，指导群众安全用火、用电、
用气、用炭炉取暖，连夜为每个房间
安装一氧化碳报警器，消除潜在安
全风险。

各安置点消防前置备勤力量结
合冬季消防特点，聚焦安全用火、用
电、紧急避险、疏散逃生等重点内容，
面向集中安置点，“一对一”开展消防
宣传培训，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开展上门入户提示宣传，张贴悬挂消
防标语，发放消防宣传教育资料，指
导群众整改消除身边火灾隐患，自觉
维护消防安全。截至目前，开展宣传
教育培训1800余次，发放相关宣传资
料2万余份，切实将消防安全覆盖到
安置点每一个角落。

州消防支队打造安置点“样板间”筑牢安全“防火墙”

本报讯 （记者 陈礼娟 马麒）
12月27日，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
的第九天，首个分段式服务“乐童空
间”在大河家镇陈家村安置点落成并
投入使用。

据了解，“乐童空间”由 45平方
米的特制帐篷和针对性服务产品组
成，是北京齐化社区公益基金会、上
海浦东新区恩派公益基金会联合甘
肃省社会工作联合会、共青团临夏州
委共同推出的紧急救援服务产品。

“乐童空间”针对三个年龄段的
孩子提供分段式服务，设立独立的服
务单元：针对 0-3岁年龄段，为哺乳
期的孩子提供母乳喂养的哺乳床，为

奶粉喂养的孩子提供奶瓶消毒器具，
还提供早教类器材等，为婴幼儿和宝
妈提供一个安全、温馨的港湾；针对
3-6岁年龄段，提供适应孩子们的绘
本读物、益智玩具和安全教育产品，
在专业社工的带领下开展创意活动，
让孩子们尽快走出震灾的心理阴霾；
对 6-12岁的孩子，提供体育活动设
施、益智类玩具、小书桌和安全教育
产品，使孩子们不仅能够走出震灾的
阴霾，还能够担当父母的小助手，成
为家庭和社区减灾防灾的参与者。

此外，北京齐化社区公益基金会
还向大河家镇、刘集乡发放 5000件

“儿童安心保障包”。

积石山县首个“乐童空间”投入使用
“这是 1—5的钥匙，来签个字，钥匙

拿好。”
“3—7在不在，叫人帮忙把面粉抬到

板房里。”
……
12月 28日上午，记者见到积石山县

石塬镇刘安村包村干部马和雄时，他正
被刘中安置点群众“团团围住”，发放活
动板房钥匙和米面等生活物资。这时，
一辆运送物资的车辆倒车时，车头被高
处的电线挡住，他又麻利地爬上卡车，高
高举起电线让车辆顺利通过。

等忙完这一阵，群众散去，记者走近
才发现，脸上细小的裂口、眼底的红血
丝、干燥起皮的嘴唇，让42岁的马和雄显
得格外沧桑。

这是马和雄驻村的第六年，刘安村
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地震发生后，
他在吹麻滩镇方家村的房子裂缝成了危
房。一边是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一

边是刘安村群众的安危，他没有太多时
间来思考两全其美的办法，便决定开车
带着家人赶往刘安村。

畅通道路、搬运物资、排查危房、对
接协调、入户查看……马和雄每天都忙
得像旋转的陀螺，哪里有需要，他的身影
就出现在哪里。“这个村人员居住比较分
散，他每天都要在各个社来回跑，还要搬
物资，那天我看他的微信步数，发现他一
天要走4万多步。你看他的身上全是灰，
看不出是一个干部，更像是刚从地里劳
动回来的农民。”村民何举缘这样评价。

“不给政府添麻烦”是马和雄一直秉
持的态度。地震后的几天，帐篷是紧缺物
资，他将家人安置在了停放在村委会旁空
地的车里。这样住了三天，他感觉不是长
久之计，于是托朋友在临夏市购买了一顶
帐篷搭建在老家门口，又把家里的床、炉
子等搬出来，让他们娘仨住进去。

“家里吃喝都够用，物资要留给有需

要的人，没事的话不要去打扰工作人
员。”临走时，他不断叮嘱妻子和孩子。

在马和雄的“战友”刘安村包村组长
马辉泽看来，马和雄是个十分靠得住的
人。地震发生后，他与大家一起坚守一
线，舍小家顾大家，群众有任何需求都会
耐心协调解决。

“我们常年都在基层工作，这又是自
己的家乡，出点力不算什么。消防、公安
等部门救援人员赶来，两三天就睡几个
小时，非常辛苦。全国各地都在给我们
捐赠物资，群众也非常团结，有些人把家
里的物资拿出来分享给大家，有些开饭
馆的自发给大家做饭，有些主动清理路
障，这些都让我相信困难是暂时的，是可
以战胜的！”马和雄说。

靠得住的驻村干部

本报讯 （记者 赵好飞）积石
山 6.2级地震发生后，州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加强应
急值守和沟通协调，及时向上级部
门汇报受灾和州县物资储备情况，
提前做好人力、物力、运力准备，确
保应急物资储备在关键时刻拿得
出、调得快、用得上。

省、州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负责
人深入积石山县受灾乡镇，实地察看
群众生产生活、物资供应保障等情
况，及时协调充实应急救灾物资保障
后续力量，确保全州应急救灾物资供
应保障工作到位落实。据统计，调拨
到位中央物资 114030件、省级物资
25800件、州级物资 2800件、八县市
物资 12957件，有力保障受灾群众温
暖过冬和基本生活需要。

密切关注全州粮油市场供应及
价格变化情况。加强应急价格监测，
落实日报制度，及时准确掌握各地突
发事件相关信息，落实早发现、早报
告、早处置制度。大力宣传保障粮油
市场供应、加强市场监管等方面采取
的政策措施，及时释放粮油市场供应
充足、价格稳定等信息，主动回应社
会关切，各县市粮油市场运行平稳，
没有出现价格波动情况。

保障军供粮油供应到位。在驻临
部队奋战抗震救灾一线时，该局着力
强化军粮供应部门对驻临部队粮油供
应保障，州军粮供应部门及时对接联
系驻临部队，先后前往积石山县柳沟
乡、大河家镇、刘集乡等救援部队驻地
衔接，将3500公斤大米、1500公斤面
粉、1044公斤食用油及时配送到位。

州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全力保障救灾应急物资

本报讯 （记者 赵好飞）连日
来，我州在全力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
置、生活保障、温暖过冬的同时，强化
基本生活物资保供，支持引导灾区经
营主体复商复市，尽早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

做好生活物资供应。开展基本
生活必需品监测和应急保供工作，
逐一了解全州粮油、米面、肉类、蔬
菜、蛋类等重点生活物资保供企业
库存，及时调运补充紧缺物资，确保
市场供应稳定、货源充足。目前，全
州能够调拨的面粉 1300 吨、大米
600吨、食用油 500吨、蔬菜 500吨、
牛肉 1000吨、羊肉 50吨、方便面 4万
件、饮用水 3万件、鸡蛋 1500箱、牛
奶 6000件等。

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对全州 45
户应急保供企业启动重点商品价格
预警机制，由商务部门牵头，会同相
关部门加强综合执法，严厉打击囤积
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确保各
类商品价格稳定、市场井然有序。目
前，州内面粉均价 2.25元/斤、大米 4
元/斤、牛肉32元/斤、羊肉33元/斤、

鸡蛋 5.3元/斤、土豆 1元/斤、大白菜
0.5元/斤等，重点生活物资价格维持
在合理区间。

服务受灾群众生活。组织发动批
发零售企业，在灾区集中安置点设立
商务便民超市9个，方便受灾群众购置
生活用品；组织动员广河兴达餐饮、马
丁团队、筷上瘾、积石山五十三大院等
46家餐饮企业，在 23个供餐点办食
堂，指定积石山县马国祥牛羊肉经销
部第四分店、积石山县世纪华盛超市
等6家保供企业为各供餐点统一配送
食材，确保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吃上
热乎饭菜。

加快复商复市步伐。商务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灾
后恢复生产工作的通知》，分类指导积
石山县商场、超市、餐饮店、农贸市场、
电商快递物流点等开门营业，引导受
损程度低的经营主体通过安全评估修
缮后尽快复产复工、复商复市。截至
12月27日，已复工商户14019户、复工
率81.2%，其中县城已复工6542户、复
工率95%，各乡镇（除大河家镇外）已
复工7218户、复工率91.5%。

我州强化应急保供加快复商复市

12月 29日，对积石山县石塬镇秦阴
村来说是重要的日子。当天，全村符合条
件的99户群众全部搬入了板房，生活逐渐
步入正轨。

站在秦阴村文化广场，只见一排排板
房整齐划一，孩子们在村口的蹦蹦床上玩
耍，老人们在空地里下象棋，村民们开着
电动三轮车，搬运从家里拿出来的冰箱、
电视机和粮食等物资。

2013年，秦阴村村民曹敦林在干农活
时被旋耕机弄伤了左腿，落下残疾。2020

年，在县残联的帮助下，他免费考取汽车
驾驶证，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在附近集
市摆摊。地震后，他第一时间投入抗震救
灾第一线，开着三轮车帮忙搬运物资。

“我腿脚不方便，没有别的能力，只能
开着小三轮车运送物资，帮乡亲们拉些东
西。”曹敦林说。

曹敦林家有五口人，一大早，他的母
亲安英莲就开始张罗一家人的早饭，洋芋
菜、白菜粉条炒豆腐就着馍馍，一顿可口
的早餐就下肚了。

“我们已经搬进板房4天了，这些锅碗
瓢盆、蔬菜，都是村上发的，连牙膏、毛巾、
擦脸油都有，我们没有花一分钱，就是自
己的亲人也不会想得这么周全，党比亲人
更亲啊。”说到这里，安英莲几度哽咽。

当天，经过村上统一鉴定和协调，由

消防队员带队，到没有安全隐患的群众家
中，把能用的家用电器、家具和粮油等都
运了出来。

“太感谢了，消防战士不仅在震后
帮我们救人，现在又帮我们抢运东西。
我们村上也成立了村民自救队，青壮年
都跟着消防队员一起干活。咱们得自
立起来，不能一直给政府添麻烦。”村民
曹学平说。

在安置点板房内，77岁的老奶奶薛贵
英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家里的电视机
已经拉到板房里了，她和老伴曹兴武正在
看新闻。看到新闻里播放的关于灾后重
建的消息，两位老人感慨不已。“共产党的
好处说不完啊！如果没有共产党，在这数
九寒天，我们会被冻死的。”说话间，薛贵
英唱起了《社会主义好》。

“千言万语，都在心里，说不出来，就
只有两个字‘感动’。”这是群众说得最多
的一句话。

“孃孃，你伸出手来，我给你个东西。”
四岁的小姑娘曹怀燕蹦蹦跳跳跑到记者
跟前，冻得有些红紫的手从兜里掏出了几
颗野松子。

“孃孃，我们给你们跳个《科目三》吧，
我们要在元旦的时候给大家表演呢。”曹
怀燕说。原来，村上的干部们告诉小朋
友，元旦的时候要开联欢会，让大家都准
备节目，到时候会有奖品发放，小朋友听
到这个消息高兴坏了，都在抓紧练习。

“如今我们住进了板房，里面很温暖，
有电、有网、有物资，我们相信党、相信政
府，未来，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曹敦
林激动地说。

本报记者 马丽亚 陈金蕊

秦阴村，未来可期！

本报记者 赵好飞 闫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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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石山县吹麻滩镇
甘肃拓奇实业有限公司门
口，来回滚动的 LED显示
屏和透过玻璃门的灯光向
大家传递出该公司复工复
产的信号。

12月 27日，记者走进
该公司生产车间，缝纫机
里传来此起彼伏的“哒哒
哒”声，工人们正低着头忙
碌着手中的活。看到朝夕
相处的工友，听到熟悉的
机器声，回到工位上的生
产工人安金风直言这让她
安心不少：“手底下忙起
来，心里就不会害怕和焦
虑了。地震过去了，我们
的生活还得继续。”

“一听到可以复工的
消息，我们能来的都来
了！”安金风的工友鲁成霞
一边和记者说着话，一边
麻利地用缝纫机补着针，
手中的活一刻都没有停。

“年终岁末，我们得抓
紧赶制订单，还有几万套防水服套装等
着生产呢！”一旁的甘肃拓奇实业有限公
司经理陈鹤接过话茬，“地震发生后，我
们公司出现了暖气漏水、辅料受损等情
况，被迫停工一周。在此期间，我们组织
专业人员排危，了解到公司主体结构没
有受损可正常生产时，就从12月26日起
正常复工复产，目前，所有生产工序正在
有序开展。”

傍晚时分，街上来来往往的出租车
和不远处饭馆里飘出的香味，以及大街
小巷商铺里亮着的灯光映照着行人匆匆
的脚步，万家灯火下，这座小城的烟火气
重新燃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