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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天地澄明又复春，甘肃省
临夏回族自治州（以下简称临
夏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
拉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积石山
县）的受灾群众过新年、搬新
家，开启了新生活、迎来了新
希望。

现今，距2023年12月18
日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已
过去60余天，灾区抗震救灾工
作已进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
搬进活动板房受灾群众的生活
节奏也已逐渐步入正轨。

迎接新春好日子

积石山县石塬镇肖红坪村
是此次地震中受灾严重的村子
之一。全村569户群众当中，
有379户共计1872人被分别
安置在肖红坪村村委会安置
点、马家广场安置点、惠农综合
市场安置点。在活动板房里，
大家度过了一个既特殊又难忘
的春节。

“房子虽然塌了，但不能让
日子也塌了！”住在肖红坪村安
置点1排4号板房的樊学强拿
出平时舍不得抽的好烟，一边
递给邻居一边给自己打着气。
这几年他一直在四川做电焊
工作，春节都没回过家。去年
地震第二天，得知自家受灾严
重，樊学强再也坐不住了。“一
个月9000多元工资也留不下
我了，今年说啥也得回家过春
节。大灾大难过去了，一家人
整整齐齐在一起比啥都重要。”
樊学强说，他过完年计划就近
务工，希望能尽量多地陪在家
人身边。

肖红坪村党支部副书记苏
春龙说：“村里今年还特意组织
了‘村晚’，由本地村民策划参
与，希望通过全民参与的方式，
让大家在这个春节感受到温暖
和快乐。此外，村里还打算举
办一场篮球赛，以提振灾区群
众重建家园的信心和决心。”

“‘村晚’开始了，我的娃娃
也参加演出呢，抓紧去看！”樊
学强披上棉衣赶往村委会前的
空地，这里正在举办肖红坪村
首届“村晚”。晚会上的23个
节目包括诗歌朗诵、独舞、流行
歌曲串烧、武术表演、秧歌小调
等类型，在火红灯笼和小彩旗
的映衬下，“板房村晚”的氛围
十分喜庆祥和。

“看着乡亲们开心的笑脸，
我知道我们的演出很成功。”
25岁的大学生樊文清既是“板
房村晚”的主持人，又是当地的
志愿者。地震发生后，她第一

时间从学校返回家乡并申请成
为志愿者，亲历了抗震救灾到
灾后重建的全过程。

热水房、淋浴间、无线网
络、公共文化活动室……现在，
在积石山县各安置点，各类便
民生活设施越来越完善了。

肖红坪村村委会入口处新
安装了两间淋浴方舱，方舱分
淋浴间、管理间、洗手区等功能
区域；淋浴间内设封闭式小隔
间，男女浴室分别可同时容纳
10余人。“洗澡间里有热风机，
水温也合适。现在安置点群众
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了。”刚洗完
澡的韩来雄对安置点愈加完善
的生活配套设施赞不绝口。

技能培训促就业

春节假期，吃过早饭的积
石山县刘集乡河崖村村民魏
明海，迎着暖阳来到灾后重建
装挖机驾驶员培训班参加培
训。“早点来就能早点签到排
队，可以多轮几次实操。”魏明
海说。

不一会儿，魏明海戴上了
“小红帽”，穿上了学员专用的
红马甲，在露天地里上起了
课。今年43岁的魏明海算是
个“小白”，从没接触过装挖机
的他，之前在新疆开大车，地震
后考虑到要照顾家里，便选择
回乡发展。“学会开装挖机后我
就不再出去打工了，和大家一
起重建家园。”魏明海说。

在培训现场，村民屋后的
空地成为临时操作区，挖土、甩
土、找平、模拟装车、过沟等步
骤和环节被清晰地标注出来。
在教练手把手的指导下，学员
们慢慢掌握了操作要领，并能
够完成一些基础动作。

“灾后重建中，建筑类岗位
需求量大，尤其是在拆旧排危
和埋设管道中都需要装挖机。”
积石山县人社局工作人员马如
林对培训学员的就业很是看
好，“群众学会一技之长，不仅
可以提升自身技能，还能就近
参与灾后重建项目。”

与河崖村的装挖机培训
不同，石塬镇肖红坪村的技能
培训则以电焊和中式面点制
作为主。

在肖红坪村技能培训现
场，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拿起电焊工具认真反复练习，
并不时向老师请教遇到的问
题。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学员们焊接的都是桌子、椅子
和梯子等实用物品。一旁的
临夏州鸿源翔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校长沈海红解释，这些用
来焊接的原材料是该校免费

提供的，学员们可以随意练
手，焊接好的成品放到活动板
房里使用。

而在另一边，村里的女性
们也没闲着，中式面点师培训
班里同样挤满了学员。大家需
要先从和面、揉面、揪面剂子、
拉面等牛肉面的做法步骤学
起，而后慢慢学习馓子、油香、
麻花、包子等面点的制作，最后
则是学做夹心蛋糕、拉花面包、
甜甜圈等西式糕点，墙上的课
程表已经排得满满当当。

肖红坪村村民樊文静虽
然是第一次参加相关培训，但
她学得最快，现在已经凭借熟
练的技术升任培训班“助教”
一职。“学成之后，我想过完年
去农家乐或餐厅打工，为生活
注入更多希望。”樊文静说。

“电焊这门技术很实用，像
家里的钢结构还有护栏什么的
都可以焊接，重建家园时肯定
能派上用场。”樊文静对未来有
着清晰的规划，得知村里同步
举办电焊工培训班时，她动员
丈夫华玉鑫报了名，“我们已至
而立之年，到了该撑起家的时
候了。我俩各学一门实用技
能，可以让今后家里的生活越
过越好。”

聚力帮扶暖人心

“千好万好比不上共产党
好！”住在石塬镇肖红坪村安置
点的樊正德老人激动地说，“我
们住在活动板房，吃的米面油
菜、穿的棉衣、盖的被子，包括
炉子里的煤炭都是发放的。这
次天灾，共产党人顶住了我们
生活里塌下来的‘天’。”

今年，积石山县的民警和
下沉干部选择留在灾区，与受
灾群众一起度过这个特殊的春
节。他们带着关切的微笑，挨
家挨户走访巡逻，与群众交流，
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倾听他
们的心声。

“年货准备得怎么样？”“有
困难就告诉我们！”“用煤炭生
炉子，睡觉的时候窗户一定要
开个缝！”……这些温暖的话
语，不仅传递着各级党和政府
对灾区群众的亲切关怀，也体
现了积石山县民警和下沉干部
对群众的深厚感情。

春节期间，积石山县的各
轮岗值守工作具有驻守时间
长、工作涉及面广、任务繁重艰
巨等特点。积石山县民警马晓
刚表示：“每天入户走访摸排是
我们的基本工作——‘抗震前线
110’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与群
众聊聊家常，排除隐患，调解纠
纷，让灾区群众过好新年。同

时，我们也将全力为灾后恢复重
建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因为春节后就要再次启
动重建工作，有些人可能还要
外出打工，我想趁着春节阖家
团圆的这几天和每一户村民多
交流一下，听听他们的想法。”
忙着安排落实春节期间群众生
活保障工作的陈朝晖说。

陈朝晖是临夏州民族事务
委员会在积石山县胡林家乡高
关村的下沉干部。他介绍道：

“我们要提前着手准备重建家
园工作，通过入户走访，了解群
众基本情况，动员群众回迁。
目前，高关村灾后房屋鉴定工
作已全面完成，征地拆迁工作
也已基本完成，全部拆除的有
71户，部分拆除的有127户，

安置点回迁了 5户。春节期
间，我们每天值守，全力以赴帮
助村里开展工作，促进灾后重
建工作任务按时高质量完成。”

“下沉干部对我们非常好，
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
全，每天晚上巡逻，很辛苦。感
谢他们的努力付出，让我们过
完年就能搬回家！”安置点群众
牛平息由衷地说。

春节值守，情暖灾区。积
石山县的民警和下沉干部坚守
在灾区重建工作一线，用他们
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为灾
区群众送去温暖和关怀。团
结、互助、奉献的精神之光，闪
耀在积石山县灾区的每一个区
域、场景、角落。（图片由临夏州
融媒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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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绊藏镇新年集市热闹场景。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石塬镇肖红坪村安置点

中，孩子们奔跑在新春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