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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月 20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组织部印发《关于在防范应对低温雨雪冰冻

灾害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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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如下：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强雨雪天气，对电力

供应、交通运输和群众生产生活带来较大影

响。同时，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等地发生地

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防范应对工作、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 6.2 级地

震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

现就结合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在防范应对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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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受灾地区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

统筹调度，切实扛起防范应对低温雨雪冰冻

灾害和抗震救灾的领导责任。要深入学习、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

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自觉以“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为根本出发点，清醒认识

当前防灾减灾救灾的严峻形势，牢固树立底

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风险排查、预警

预案、组织协调、应急处置等工作，把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努力将各

类损失降到最低，坚决遏制相关重大安全事

故发生。要加强统筹协调、跟踪督办，压实各

部门各单位责任，健全多部门应急联动机制，

全力做好保安全、保畅通、保供电、保民生、保

稳定各项工作。要身先士卒、深入一线，到灾

情最严重、抢险最困难、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加强现场指导，及时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

二、受灾地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

坚守岗位、冲锋在前，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受灾地区广大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要把抢险救灾和第二批主题教育

紧密结合起来，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对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全力投入

抢险救灾工作中，做抢险救灾的先锋队、灾区

人民的主心骨、受灾群众的贴心人。要把做

好抢险救灾工作作为主题教育的生动实践，

用抢险救灾恢复重建成果和人民群众满意度

来检验主题教育成效。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地

区要细化防范措施，完善应急预案，深入排查

风险隐患，做好重点部位除冰除雪和安全管

控等，科学安全高效处置险情；组织党员干

部、志愿者下沉一线，全力做好救援救灾，及

时将救助款物和防寒物品送到困难群众手

中，帮助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困难，确保人

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地震灾区党员干部要

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不畏艰险、挺身

而出，全力搜救被困群众，及时救治受伤人

员，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尽快抢修受损的基础设施，积极做好灾后恢

复重建准备工作。要在受灾一线和转移安置

集中点成立临时党组织，在了解群众诉求、开

展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凝聚群众方面充分发

挥作用，做好受灾群众特别是遇难者家属的

安抚工作，维护灾区社会稳定。要引导灾区

群众广泛开展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积极发展

生产、建设家园，尽快恢复灾区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灾情严重的地区，要组织机关党员干

部到村（社区）报到，推动驻村第一书记和工

作队就地转化为抢险救灾队。

三、受灾地区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主动

履职、积极作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防范应

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抗震救灾中担当尽

责。要动员组织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在抢险救灾一线挑重担、打头阵、作贡献。要

在抢险救灾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把在抢险救

灾中的表现作为评价干部的重要依据；指导

基层党组织发现和考验入党积极分子，对表

现突出、符合条件的，及时发展入党。要注意

发现在抢险救灾中涌现出来的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先进典型，及时进行表彰和宣传。

当前正值岁末年初，临近元旦春节，要特别重

视做好受灾地区困难群众和困难党员的慰

问、帮扶工作，将党的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

相关省区市要用好划拨的中管党费，并结合

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安排一定数量用于抢

险救灾，做到专款专用。

非受灾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按

照党中央统一部署，积极行动起来，发挥各自

优势全力帮助和支持灾区开展抢险救灾、灾

后重建。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抢险救灾

中发挥作用情况，请及时报中央组织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在防范应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抗震救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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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谈R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本报北京 12月 20日电 （记者孟祥夫）为体现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灾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关怀，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的党费中向甘肃、青海 2 省划

拨 1 亿元，用于支持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中央组织部要求，灾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安置受灾群

众，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切实做好抗震

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灾区党员、干部要深入抗震救灾第

一线，冲锋在前、勇于担当，到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去，到群众

最需要的地方去，做灾区人民的主心骨和贴心人。党委组

织部门要充分发挥动员和保障作用，注意在抗震救灾中考

察和识别干部，注意发现、宣传先进典型，为抗震救灾提供

坚强组织保证。

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到灾区基层，做到

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党员、

干部和群众，慰问因受灾严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

补助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1亿元用于支持甘肃、青海 2省抗震救灾

12 月 18 日 23 时 59 分 ，甘

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 6.2 级

地震，大河村党支部书记马成

忠和村干部一起，立马通知全

体村民。

“各家都出来！”“到广场上

去！”……大河村微信群里的语

音消息此起彼伏。马成忠带着

村干部和志愿者，在村庄的巷

道里扯开嗓子通知“地震了”，

并 把 村 民 第 一 时 间 集 中 到 广

场上。

可 还 是 有 村 民 的 房 屋 倒

塌，有村民被埋被困。“专业救

援队伍还没来，咱们要先开展

自救！”容不得半点犹豫，马成

忠同村干部、志愿者组织起自

救。“你去拿铲子，你去找挖机

……”在专业救援队伍到来之

前，他们彻夜奋战，从倒塌的废

墟中救起了 27 名村民。“见到

你就像见到亲人了！”一名被救

起的村民流着泪握住马成忠的

手说。

积 石 山 县 地 处 高 海 拔 区

域，天气寒冷。凌晨在室外站

立半小时，人的手和腿就会冻

得发麻。而记者 20 日见到马

成忠时，他已在救灾前线连续

奋战了 20 多个小时。“要让老

的、小的、病的优先入住帐篷，

保障他们的生活。”他忙着指挥

救灾，顾不上休息。

“我们是中国乡村发展基

金会的工作人员，带了 1200 床

棉被过来，请问放在哪里？”一

名身穿红色马甲的姑娘拨开围

在马成忠身边的人群说。“放到

这边，先登记物资，要有序发放，不能造成哄抢。”马成忠说。

“书记，镇里面派发了 120个炉子、880床褥子！”一名村干

部一路小跑过来，找到马成忠。“太好了！让村干部和志愿者

把事先摸排的情况报上来，必须做到精准发放。”马成忠说。

“我们是湖南益阳红十字新华救援队，一共 10 人参与

救援。我们自己带了吃的，睡觉就在车上睡，不给当地添麻

烦。”看着马成忠忙前忙后，新华救援队小队长刘平望插空

对他说。“十分感谢你们的帮助，有啥需要协调的尽管告诉

我。”马成忠说。

…………

救援工作基本结束后，摆在马成忠眼前的最大问题是

物资分发和村民安置。20 日，全国多地的救援物资陆续抵

达，但安置点就巴掌大的地方，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马成

忠，千头万绪的事都要他定夺。

“受灾群众很团结，关键时刻我们村干部更要顶上去，

发挥带头作用。”马成忠说，“我是党员，我要冲在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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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0 日白天，严寒中的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

治县，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和物资运送车辆络绎不绝。从县

城往南快到黄河岸边，草滩村旁的空地上，一排排蓝色帐篷分

外显眼。村民们蹲着围在一起，焦急等待着亲友的消息。

草滩村，这个黄河边不知名的小村子，这两天受到众多关

注。一队队救援人员和穿着军大衣的民兵跑进跑出，或双人

抬担架，或手拿肩扛救援物资。挖掘机旁，一处已被掩埋到只

剩下房顶的平台上，七八名救援人员屏住呼吸，使用破拆器开

展救援。他们所处位置的下方，可能仍有生命奇迹。

12 月 18 日 23 时 59 分，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 6.2 级地

震，地震影响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化隆、循化 3 县 46 个乡镇

419 个行政村，其中民和县官亭镇、中川乡等地受灾严重。

草滩村距震中不足 30 公里，是此次受灾较严重的地区之

一。“全家人从猛烈的晃动中被惊醒，随后赶紧跑到门口的空

地上，噼里啪啦的怪响从远处传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叫

‘砂涌’。”回忆起那天深夜，村民王淑兰心有余悸，“从小到大

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跟做了个噩梦一样。”

王淑兰所说的“砂涌”，是一种由地震引发的地下岩土体

砂土液化现象。8 公里外的青海省民和县官亭土族中学，操

场上到处是被褥、衣物等物品，教学楼教室和宿舍墙体脱落较

为严重。校长朱学林介绍：“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学生有序撤离

宿舍，并用校车转移部分学生至县城宾馆进行妥善安置，全校

910 名寄宿学生、75 名教师无一人伤亡。”

19 日晚，浓浓的夜色中，一顶顶蓝色帐篷里的点点灯光

亮起。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东供电公司总经理方保民告诉

记者：“我们对所属变电站、供电线路及电力设施进行特巡，迅

速有力推进负荷恢复、设备抢修和物资支援工作。经过连续

抢修奋战，截至目前，青海省受本次地震影响的用户全部恢复

供电，几个安置点的接电工作正加紧开展。”

据介绍，地震发生后，青海省海东市公安、应急、消防、地

震、卫生、交通等部门力量迅速集结，赶赴受灾地区开展抗震

救灾工作。应急管理部门及时向灾区调拨救灾物资，包括棉

被褥 6200 套、煤气炉 150 台、棉大衣 7000 件、行军床 5450 张、

棉帐篷 1800 顶、发电机 10 台、照明设施 20 台，集中安置 3 县受

灾群众 6498 人，分散安置 15450 人。

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援源源不断涌到这里。19 日上午，西

宁市首批救灾物资 1934 件（套）和矿泉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

3943 件运抵灾区。同一天下午，来自海东市对口支援城市无

锡市的首批 27 吨救灾物资抵达，物资包括毛毯、帐篷、折叠

床、棉被、雨衣等共计 1.43 万件。20 日上午，来自山西省长治

市、福建省厦门市的蓝天救援队带着棉大衣、棉床垫等救灾物

资也已到达。

临时安置点里，处处见温情。在中川乡政府，50顶帐篷组

成的临时安置点外，几口大锅下面火苗通红，大家围拢过来，分

到了热腾腾的粉汤。“今晚受灾群众除了‘投亲靠友’的，我们统

一在乡政府设有安置点，此外还在周边宾馆准备了房源，确保

受灾群众有热乎饭吃、有暖房住。”民和县中川乡党委副书记马

玉明介绍。据了解，民和县共设置了集中安置点 129 个，集中

安置 2477户 11054人，分散安置 462户 2027人。

在草滩村，美一小学的临时安置点内，蓝色帐篷依次排

开，每顶帐篷里 6 张折叠床围着火炉整齐摆放。80 岁的村民

龚尕芳接过消防救援人员端来的牛肉面，连连感叹：“天寒地

冻，又遭了这么大的难，大家都不容易，但有党和政府的关心，

心里是暖乎乎的。”

美一小学一楼的教室里，村民何永同一家正在吃饭。把

83 岁的父亲、73 岁的母亲安顿好，何永同心里的石头也落了

地。“有热饭热菜吃，有热水喝，还有给我们发的被褥、棉衣，医

生也在安置点候着，治疗头疼脑热的药也都发到了我们手

里。心里踏实，希望就在！”

走访青海民和县受灾群众安置点

“心里踏实，希望就在”
本报记者 贺 勇 乔 栋 王 梅 贾丰丰

（上接第一版）

武警甘肃总队 570 余名官兵、60 余台车

辆抵达积石山县 8 个村后，担负搜救、转运伤

员、疏通道路和搭建帐篷等任务。寒冷的夜

晚，从废墟中被救出的孩子披着军大衣，安稳

地趴在战士的背上。

西部战区空军闻令而动，出动 1 架运—20
飞机搭载人员、车辆物资共计 14 吨飞赴灾区，

派出无人机、直升机进行空中侦察，提取多条

高价值信息，为抢险救灾科学指挥决策提供

支撑。

20 日 12 时 30 分，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所

属卫勤及运输应急备勤力量 130 余名官兵奔

赴灾区，执行饮食、医疗及宿营、取暖、淋浴

等保障任务，保障前线官兵和受灾群众吃饱

穿暖。

这个冬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又一

次以实际行动践行誓言：一切为了人民。

西部战区陆军第 76 集团军某旅卫生连张

江带领官兵在积石山县陈家村入户搜寻伤员

时，发现在一顶村民自建的简陋帐篷里，躺着

一位产妇和她没有足月的孩子。眼见他们状

态不好，官兵们立刻展开转运。途中，为争取

时间，卫生员谭建华跳下救护车，跑到车前开

路，不停地喊着“请让一让”，及时将产妇和婴

儿转运到 3 公里外的安置点。

在肖红坪村、宋家沟村安置点，官兵们连

续奋战至 20 日凌晨 3 点，搭好 50 余顶帐篷，并

将取暖炉、行军床、被褥等配备齐全，还细心

地将烟筒与暖炉连接处用泥封好、在帐篷内

安装一氧化碳警报器，确保供暖安全。受灾

群众陆续住了进去。

20 日 一 早 ，西 部 战 区 陆 军 第 76 集 团 军

某旅官兵准备了热腾腾的早餐。上午 10 时

许 ，随 着 第 二 批 羊 肉 、萝 卜 、青 菜 等 物 资 陆

续 运 送 到 位 ，官 兵 们 在 野 战 炊 事 车 中 迅速

备餐，助理员马浩然说：“考虑到天气寒冷和

民族习惯，我们精心准备了羊肉烩菜、清真

烤饼、姜汤等食物，目前日均保障能力达到

700 人次。”

截至 20 日 19 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出

动 3200 余人，累计转移安置群众 7700 余人，

救治伤员 71 人，疏通道路 12.6 公里，搭建帐篷

1218 顶，转运物资 2600 余吨，清理堆积物 157
余立方米。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0 日电 新华社记

者 参与采写：刘艺、郭明芝、彭小明、邓栋

之、马振、牛钟伟）

“ 尽 最 大 努 力 保 障 人 民 群 众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近 日 ，甘 肃 临 夏 州 积 石 山 县 发

生 6.2 级 地 震 ，习 近 平 总书记高度重视并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开展搜救，及

时 救 治 受 伤 人 员 ，最 大 限 度 减 少 人 员 伤

亡”，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

本生活”。

灾情就是命令！救援分秒必争！地震

发生后，一支支抗震救灾、抢险保供的队伍

迅速集结，一辆辆应急救援、医疗救护的车

辆火速驰援，一箱箱药品食品、防寒保暖的

物资运抵灾区……各方力量第一时间响应、

最大限度保障，想方设法排查搜救、救治伤

员，打通生命通道，安置受灾群众，抢修受损

基础设施，防范发生次生灾害。哪里灾情危

急就向哪里冲，哪里有受灾群众就向哪里奔

赴，这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诠释，也是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彰显。目前，抗震

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以最快速度、最有力措施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就一定能打赢抗震

救灾这场硬仗。

“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永远把

老百姓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无论是抢险救

灾还是灾后恢复重建，都会全力以赴。”地

震发生区域海拔高、气温低，连日来的寒潮天气带来不利影

响。越是急难险重，越要迎难而上、挺膺担当。随着震区隐患

排查、群众避险安置、受损设施修复等工作全面展开，必须与时

间赛跑、和严寒抗争，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和

生活救助，为灾区群众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提供切实有力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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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 月 20 日电 积 石 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各部门全力做好抗

震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截至 12 月 20 日 18 时，根据灾区群

众临时安置和生活保障需要，国家防

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

部在向甘肃、青海两省地震灾区调拨

棉 帐 篷 、棉 衣 被 、折 叠 床 、取 暖 炉 等

13.5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协调

企业向灾区捐赠蔬菜等救灾物资，包

括 30 余 万 斤 新 鲜 蔬 菜 以 及 1.13 万 箱

方 便 食 品（清 真）、1.1 万 箱 面 包 、14.3
万片暖宝等生活类救灾物资，有力支

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安置保

障工作。

国家消防救援局先后调派 2042 名

指战员、381 辆消防车、41 条搜救犬奔

赴灾区开展救援。截至 20 日 16 时，共

营救被困人员 81 人、疏散 6667 人，摸排

危房 2993 间、地质灾害隐患点 487 处，

搭建帐篷 702 顶，排危除险 671 处，协助

清理废墟、淤泥 7730 余立方米。

公安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搜救转

移安置遇险、被困群众，加强道路交通

秩序管控等工作，紧急调拨生命探测

仪、对讲机、多功能应急灯等 12 个品种

的应急物资支援抗震救灾一线。甘肃

省公安厅指挥临夏州、积石山县公安机

关出动 1500 余名警力，全力开展抢险

救 援 工 作 ，调 集 兰 州 等 地 300 余 名 特

警，携带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救援装

备紧急驰援。青海省公安厅调动省市

县三级公安机关 3200 余名警力，全力

投入抢险救援。

19 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

利部紧急下达甘肃、青海两省农业防

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 2.2 亿元，支持

两省做好地震灾损农业生产设施大棚、

水利工程设施修复等相关救灾工作。

20 日，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紧急下达甘

肃、青海两省 3000 万元公路应急抢通

资金。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部 紧 急 抽 调 中 国

建筑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 9 名专家赶

赴甘肃灾区，指导支持灾区开展房屋

建筑和市政设施受损情况摸排、房屋

建筑应急评估、市政设施抢险抢修等

工作。

农业农村部启动国家地震应急二

级响应措施，紧急从成都、重庆、西安备

灾 库 调 运 2400 个 人 道 救 援 应 急 箱 、

2000 床棉被等备灾物资送往灾区。

教育部开展应对积石山 6.2 级地震

影响等专项工作部署。甘肃、青海教育

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启动应急预案，深

入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和学校，做好灾

情排查、师生安置等工作。

（本 报 记 者张天培、亓玉昆、曲哲

涵、韩鑫、丁怡婷、刘温馨、闫伊乔、高云

才、郁静娴、卞民德、王锦涛、赵帅杰）

各部门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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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分 钟 完 成 疏 散 ，1600 多 名 学 生 、160 名 教 师 无 一

受伤。

回想起来，大河家中学校长马朝真仍心有余悸，“地震

发生时，就想着学生的安危，其他的根本来不及想。”

大河家中学位于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大河家镇，是一

所全日制寄宿制学校。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时，马朝真被

剧烈的晃动惊醒。他抓起手机，在教师工作群发出信息：抓

紧行动，疏散学生。住校的 160 名教师陆续赶到 4 栋学生宿

舍楼下，引导学生有序前往体育场。不多时，空旷的体育场

上站满了避震的学生。各班班主任大声点着名，叫与应，在

寒夜中回响。

不料，有 3 名学生没有应答。再点，还是无声。又点，

接着点……只有老师紧张到发抖的点名声。

副校长董晓泽、政教处主任李自奇、新入职教师马秀英

一路喊着 3 名学生的名字，冲到了宿舍楼下。此时，余震不

断，3 人几无犹豫，向楼上冲去。

“进到宿舍，发现同学们无恙，这才松了一口气。”马秀

英说，“我们带上 3 名同学，迅速脱离险境。”

核一遍，再核一遍，体育场上，学生一个也不少。然而，老

师们的心还在悬着。海拔 1800多米的大河家镇，室外温度已

低至零下 15摄氏度。学生不停跺脚，也抖不落身上的寒冷。

老师们再次到宿舍楼，把一楼所有的被褥全都搬到体

育场，让在场的一些同学裹在身上保暖。老师们的私家车

也全都发动起来，将 200 多名衣衫单薄或身体不适的同学

安置到了 40 余台车上。

气温还在降，大量的学生还在体育场。副校长汪宜沿

又和几名老师将废弃的木质旧课桌抬来，在地上燃起了 3
堆篝火。火旺起来了，学生暖起来了，惊恐的情绪，渐渐开

始消散。

与此同时，各班班主任已在家长群发出通知。家长们

不断赶来学校，将孩子一一接走。家长无法前来的，临夏州

教育局和学校联动，协调来 30 多辆出租车，免费接送学

生。到早上 8 点 30 分，所有学生都已安全回家。

“学校每学期都会进行防震演练。”马朝真说，演练不

“演”，而是实打实地练，地震来袭时，将学生从宿舍楼撤离

到安全地带的路线，基本就是演练时制定的路线。

在大河家镇大河村安置点，记者遇到了大河家中学

八 年级六班的马晓娅。她说，自己在学校接受过地震演

练，这次虽然十分害怕，但也知道往哪里走。

每年开学季，积石山县各学校均会组织开展防震防火

应急疏散演练第一课，并持续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教育。截

至目前，全县 13 所寄宿制学校的 14845 名在校学生，地震发

生时未出现伤亡。

“灾情是暂时的。”马朝真说，对于早日复学有信心。

“地震发生时，就
想着学生的安危”
本报记者 姜 赟 卞民德 王锦涛 翁宇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