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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石山的冬夜，寒冷刺骨。 12 月 21 日凌晨

4 时 02 分，再次发生的一场 4.1 级地震，让人们的

神经又紧绷起来。在交通便利的城镇，集中安置

点已经建立，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无虞。此时，那

些远离城镇、身处大山深处的受灾群众，生活状

况怎样？21 日一早，记者驱车前往甘肃临夏州积

石山县刘集乡、石塬镇的部分偏远山村。

刘集乡阳洼村，是距离乡政府驻地最远的村

庄。9个社（村民小组）全部位于山塬之上。

有 29户、167人的三社，已经在两块空地上搭建

起 37顶蓝色帐篷。掀开门帘，煤炉内的火烧得正旺。

53 岁的村民马自龙介绍，现在有 100 余人在

村，“房子基本上都没法住了，前天晚上在外头生

火取暖，昨天晚上就开始有帐篷住了，今天晚上

所有人都能住进去。”

由于进山道路狭窄，大型运输车辆上不来，阳

洼村一度物资供应困难。20 日晚，甘肃省交通运

输厅迅速调集抢险保通力量，采取错峰施工、交替

作业等措施，对灾区农村公路全面进行排危拓宽。

记者看到，刘集乡政府驻地至阳洼村路面的

拓宽工作已基本结束，一些大型运输车辆陆续

到来。

“今天的物资运送量，应该会有较大幅度的

增长。”积石山县政协副主席马成明 19 日凌晨 3 点

便赶到了阳洼村，全力保障村民生活、安全。

前 往 九 社 的 道 路 狭 窄 不 平 ，最 是 难 走 。 不

过，小型运输车辆可以通行。一路上，不时会遇

到开着小型货车或机动三轮车运送物资的村民。

“昨天晚上，在消防救援人员的帮助下，我们

都住进了棉帐篷。”村民戚海平说，吃饭问题不

大，就是还缺炉具、煤炭，“已经把情况反映上去了，应该很快就能解决。”

与刘集乡紧邻的石塬镇，也是此次地震中受灾较重的区域。从石塬

镇政府驻地出发，沿 552 乡道前行，路面由宽变窄，走到尽头便是石塬村

晏家坪社。

在村里的集中安置点，村民们正分发刚运来的被褥。因为平整开阔

地较少，有几个帐篷只能在村内搭建。44 岁的村民何秀花和几名村民忙

着安装炉具，“昨晚 6 点半左右帐篷就全部搭好了，今天炉子也都给配上

了，吃的东西也够。”

不远处，村干部带着房屋排查评估人员挨家挨户开展查勘、登记工作。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排查评估人员会在醒目位置张贴不得入住的标识。

按照计划，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将于本周内完成积石山县所

有房屋建筑的应急评估工作。至 21 日 6 时，已完成对积石山县城幼儿园、

学校、医院的初步排查评估，完成对受灾较重的大河家镇、刘集乡 2 个乡

镇 19 个村所有房屋的应急评估工作。

21 日，首批活动板房在大河家镇梅坡村投入使用，安置受灾群众入

住。预计到 12月 27日，积石山县地震灾区将搭建超过 5000座活动板房，保

障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何秀花说：“灾情总会过去，在党和政府的帮扶下，生活也会一天天好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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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这里登记，你去找空地，大家打起十二分精神。”见到甘肃临夏

州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大河村党支部书记马成忠时，他哑着嗓子，正带领村

干部分发物资。保障安置、协调工作……记者粗略统计，从早到晚，找他

处理事情的不下 200 人次。

被救群众握着他的手说：“见到你就像见到亲人了！”马成忠也坚定地

说：“我是党员，我要冲在最前面！”大灾面前，党员自觉视自己为“冲锋队

员”，群众把党员当成“最亲的人”，不同的视角，见证着一个个感人场景：

哪里危险多、哪里困难大、哪里有群众需要，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哪

里就有共产党人的奋斗。

不仅是老马，在抗震救灾一线，还有很多顶得上、豁得出的党员干

部。地震刚发生时，有的人顾不上穿棉服，就奔走在巷道里，挨家挨户喊

“地震了，快出来”；救援力量进村前，有的人不顾随时可能发生余震，毅然

冲进危房，用铲子甚至双手搬运倒塌的砖木，营救被困群众。磨破的双

手、逆行的背影，诠释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大灾大难是检验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时候，也是锻炼提高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的时候。面对危险时，是什么支撑党员冲在第一线？是初心使

命，是由此激发出的勇气担当。每逢灾难来临，挺立在前、英勇奋战的是

党员，深入群众鼓舞斗志、提振信心的是党员，用坚守与奉献为群众织就

保护网的也是党员。

地震后，群众马晓东的家不能住了，村里的党员干部把他们全家 13
口人接到帐篷安置。他有感而发：“村里谁是党员，这时候一眼就看得出

来。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就像吃了定心丸。”党员无私付出、肩挑重担，

形成强大的感染力、感召力，汇聚温暖的情，凝聚群众的心。

只要风雨同舟，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眼下，群众基本生活有了保

障。地震能撼动山川，但撼不动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鱼水深情。党

组织坚强有力、干部群众同心协力，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

群众优势就会源源不断转化为抗震救灾的工作优势，我们必能无往而不

胜，打赢抗震救灾这场硬仗。 （作者为本报政治文化部记者）

汇聚温暖的情，凝聚群众的心
吴储岐

“注意观察伤口情况，3 天以后再来

换药，身体有啥不适随时来瞧！”瞅着包

扎好的伤口，听着医生的细心叮嘱，甘肃

临夏州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大河村村民马

玉兰不住点头。

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时，正围着火

炉取暖的马玉兰被瞬间倾倒的开水烫伤

脚 趾 ，顾 不 上 伤 痛 的 她 奋 力 跑 向 屋 外 。

“担心余震，一晚上没敢回家。”马玉兰

说 ，当 时 她 害 怕 得 忘 了 疼 ，没 想 到 将 近

两 天 脚 伤 也 不 见 好 转 ，“ 多 亏‘ 流 动 医

院’的医生帮我治疗，水平高，还免费。”

“流动医院”负责人郝相勇介绍，地

震发生后，甘肃省人民医院的 35 名医护

人员乘坐 4 辆专用应急车星夜驰援，组成

了这家“流动医院”。“首批医护人员半夜

1 点半从兰州出发，凌晨 4 点即抵达大河

村开展救治工作。医生主要来自创伤外

科、骨科、胸外科、腹部外科等，还有 10 名

护士负责护理工作。”

到达灾区的第一时间，“流动医院”

团队便支起帐篷、摆上桌椅板凳，设立简

易分诊台。“目的是尽快收治受伤群众，

方便大家就医看病。”郝相勇解释，开来

的应急车辆也各有分工，分别负责拍片、

检验、手术和水电保障等。

搭设好的“流动医院”功能分区清晰，不

仅有专用车辆组成的诊疗区，还有帐篷作为

处置室和病房。登上放射车，医生高博手持

刚拍好的胸片正在仔细查看。“图像质量与

在医院拍摄的没有区别。”高博说，团队在县

城还有 10余位省级专家，如果患者病情严

重，可快速转运至县医院进行治疗。

“不管预检分诊还是放射化验，都是

为了快速筛选，轻微伤病就地就近处理，

重 症 患 者 及 时 研 判 转 诊 ，辟 出 生 命 通

道。”郝相勇介绍。

据了解，地震发生前后，积石山县的

最 低 气 温 连 续 多 日 低 至 零 下 十 几 摄 氏

度。“由于天气严寒，近期感冒发烧的人

数增多，对相关药品的需求骤然增加。”

药剂师石磊说，团队与后方联动，先后两

次补充治疗感冒、消炎类药品，全力保障

受灾群众用药需求。

3 天来，“流动医院”在大河村安置点

累计接待患者 300 多人，处理外伤缝合患

者 70 余人次，为近 300 人次发放药品，受

到群众好评。

“流动医院”服务一线
本报记者 董洪亮 赵帅杰 吴储岐 喻思南

12月 21日中午，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

自治县中川乡金田村，村民杨善伟坐在安

置点的帐篷门口晒太阳。轮班休息的消防

救援人员刘晓鹏和队员们给安置点群众送

饭，杨善伟一眼便认出他们，跑上前去握紧

刘晓鹏的手：“谢谢你们这么快就赶来，没

有你们，我可能就晒不上太阳了……”

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 1 个小时，刘

晓鹏所在的青海省海东市消防救援支队

地质灾害重型救援队率先抵达民和县受

灾最严重的金田村和草滩村。

地震引发的地下岩土体砂土液化现

象——砂涌，造成两村各有一半区域被淤

泥“淹没”。“我从猛烈的晃动中惊醒，还没

来得及穿衣服，淤泥就堆积到两层楼那么

高。”杨善伟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刘晓鹏所在的救援队伍到达现场后，

先进行广域搜索。“当时天黑又冷，没有向

导，随时可能陷进淤泥，那是难熬的 1 个小

时。”刘晓鹏说。

没过多久，对讲机里传来指令。结合

广域搜索和乡镇反映的情况，消防救援支

队指挥中心在 1 个小时内确定了受灾范

围，并将受灾区域划分为 5 个点位。每个

点位包括 10多户人家，刘晓鹏临时担任 10

人小组的组长，他们的目标是 1号点位。

当时是凌晨 4 点。根据乡镇反映，里

面可能还有一名村民被困。虽然距砂涌

区边缘只有 10 多米，但堆积有 3 米高的淤

泥，让他们难以通行。

刘晓鹏灵机一动，让组员发动村民去

找木板，搭建一座临时木桥。木板很快找

来了，但参差不齐，而且很薄。情况紧急，

刘晓鹏决定不再等新的木板，而是把应急

灯开到最亮，“每人间隔 3 米，快速通过后

寻找落脚平台。”就这样，大家相继来到位

于屋顶的临时落脚点。

“有人吗？听到请回答。”刘晓鹏和组

员们一遍遍呼喊，突然，他好像听到了微

弱的回声。队伍瞬间安静下来，但声音却

消失了。刘晓鹏再度呼喊，就在前方几米

处，传来了清晰的回应声。确定清楚位置

后，他们用破拆器从屋顶小心翼翼地往下

凿，把这名村民营救了出来。

这名获救的村民，就是杨善伟。当时，

床柜的阻隔为他创造了一个“安全区”。由

于救援及时，除了擦伤，杨善伟并无大碍。

顾不得多说，刘晓鹏等人又接到了新指令，

他们快速动身，从 1号点位赶往 3号点位。

救援力量源源不断地到位。其他省

份及青海省各市州的武警、消防救援、社

会力量等陆续抵达，中国安能、中交集团

和中国铁建组建的清淤保障团队为救援

队伍扫清淤泥。

21 日，连续奋战 50 多个小时后，随着

铲车将淤泥铲进卡车，草滩村的道路终于

抢通。中国安能工程管理部的项正军介

绍：“我们紧急调来 160 多人，携带 71 台

（套）救援设备，就地租用铲车、挖机，为寻

找失联人员提供支撑。”

截至 21 日 8 时，金田村、草滩村仍有

12名失联人员，救援仍在继续。“出发，去 4号

点位！”下午，睡了一觉的刘晓鹏再次集结

队伍，向着新的目标赶去。

“出发，去4号点位！”
本报记者 贺 勇 乔 栋 王 梅 贾丰丰

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山大沟

深，积雪成冰。

12 月 20 日 14 时 03 分，安绪霞

和两名同事开着救护车，载着两大

箱药品小心前行。她们的目的地，

是常住人口 117 户 684 人的柳沟乡

上坪村。

柳沟乡是积石山 6.2 级地震的

震中。作为乡卫生院的包村医生，

安绪霞和同事们这两天一刻都不得

闲，值班问诊之余，还要下乡送药。

“这阵子气温低，地震发生时又

值深夜，一些村民穿着单薄的衣服

就跑出来避震，仅上坪村就有 100
多名村民出现感冒症状。”安绪霞

说，根据各村上报的情况，县里加大

了相关药品的供应。

地震过后，蜿蜒的山路更加难

行。 10 多公里的路程有七八处山

体滑坡，土石虽已清理完毕，但抬眼

望去依然触目惊心，最长的一处滑

坡，足足有四五十米。

半个多小时后，救护车终于驶

进上坪村村委会办公区。不大的院

落里，堆满了刚刚运抵的救援物资。

55 岁的张官晶赶忙迎上前去，

熟练地清点、搬运药品。他在上坪

村卫生室已经做了 30 多年村医，头

一次遇到这种灾情。“幸好我们储

备比较充足，现在有 128 种常备药

品，基本可以满足村民的日常用药

需求。”

安绪霞手里的送药名单上有不

少脱贫户、低保户，今天带来的药品

要挨家挨户送上门。

没想到，一开始走访送药就遇

上了紧急情况。一名村民焦急地把

安绪霞和同事拉进了屋子，边说边

比画。原来，他家有一名怀有两个

多月身孕的孕妇，这会儿突然感觉

肚子疼痛，并伴有出血症状。

为孕妇做了初步检查后，安绪

霞迅速打电话和院长张登龙商讨，

决定让同行的两名同事马上将患者

送往县里的医院救治，她和张官晶

留下继续送药。

很快，救护车鸣响笛声，加速向

县城驶去。受地震破坏，柳沟乡卫

生院住院部楼体出现严重开裂，暂

时不具备救治条件。伤情或病情较

重的村民，都被及时转运到县里的

医院。

目前，甘肃省已派出医疗救助

队伍 19 支、救护车 99 辆，全力开展

检伤分类、转运救治工作，受伤人员

已全部收治到临夏州和积石山县的

医疗机构。

药品分发完毕，再回到上坪村

卫生室时，附近空地上已经搭建起

7 座军绿色的大帐篷。前来支援的

解 放 军 战 士 ，正 加 紧 安 装 取 暖 炉

具。他们还开来了野战炊事车，为

村民提供热腾腾的饭食。

“乡亲们今天晚上就能住进去

了。”日益充足的物资保障，让张官

晶悬着的心慢慢地放了下来。

上坪村送药记
本报记者 卞民德 王锦涛 翁宇菲

图①：12 月 21 日，甘肃省积石山县大河家镇梅坡村，村民被妥善安置在活动板房里。

本报记者 陈 斌摄

图②：12 月 21 日，甘肃省积石山县吹麻滩镇中庄村，受灾群众领取棉被。

本报记者 陈 斌摄

图③：12 月 21 日，救援力量正在抢通青海省民和县草滩村进村道路。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12月 21日，陆军第 76集团军某旅官兵

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石塬镇安置点为受

灾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新华社记者 张永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