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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得乾

“大家都认真一点，一定要看仔细，

一有发现要立即报告。”12 月 24 日，在

距离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中川乡金田

村 5 公里的砂涌泥土堆放点，朱建勇再

次给负责清筛盯控的消防队员叮嘱。

朱建勇是青海消防机动队伍现场

指挥组组长，负责在砂涌泥土清筛现场

指挥调度。他告诉记者，为了尽快找到

剩余的失联人员，青海消防机动队伍专

门抽调了 80 名抢险队员驻扎在这里，

采取分组倒班的工作方式，24 小时不

间断对拉运到这里的泥土进行清筛盯

控。

“今天早上，我们发现这边堆积的

泥土方量越来越多，挖掘机和装载机数

量明显不够，所以赶紧联系省应急管理

厅帮我们协调设备。”青海消防机动队

伍筹备组组长张永久说，通过省应急厅

及时协调，为我们解决了设备不足的后

顾之忧，也让我们坚决把好失联人员搜

救最后一道关口提供了有力保障。

正在金田村协调救援力量调配的

青海省应急管理厅救援协调与预案管

理局局长曹林宝介绍，得知消防部门清

筛工作缺少机械设备的情况，我们第一

时间上报临时党支部，及时联系相关救

援力量，迅速为消防队协调解决了 6 台

装载机和 4 台挖掘机，全力协助配合救

援工作。

曹林宝所说的临时党支部是积石

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省应急管理厅通

过召开紧急现场会，组织党员干部成立

的应急救援工作临时党支部。临时党

支部同时也是应急救援前方工作组，成

为了应急部门在抢险一线坚强有力地

指挥中枢和战斗堡垒，为后续开展抢险

救援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

“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充

分发挥党组织在抢险救援工作中的战

斗堡垒作用，凝聚起广大党员干部应

急救援的强大合力。”曹林宝说，作为

抢险救援综合协调保障的主力军，省

应急管理厅党委在地震发生后高度重

视 、迅 速 行 动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勇 于 担

当、主动作为，组织成立了以厅主要负

责人为党支部书记的应急救援工作临

时 党 支部，赶到民和县中川乡开展应

急救援工作。

到达受灾地区后，临时党支部广大

党员干部努力克服各种困难，迅速分工

前往中川乡草滩村、金田村、黄河桥头

查看受灾情况，并根据救援工作实际，

灵活采取有效措施，统筹协调专业救援

队伍和相关机械设备开展救援。同时，

积极协调电力、通信、矿山、道路交通等

各行业部门共同投入力量开展救援工

作。并向甘肃省调派国家矿山救援队

人员及装备参与救援。

“除了协调人员和设备，精心调配

发放救灾物资，确保受灾群众救援救助

工作有力有序开展。”曹林宝介绍，自地

震发生以来，省应急管理厅积极协调，

向灾区调运救灾物资，并将食品、大衣、

棉被、燃煤等急需的各类救灾物资快速

有序地发放受灾人员手中，确保受灾群

众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安心。

据省应急管理厅统计，截至 12 月

24 日，应急管理部等部门和单位陆续

向海东市调运活动板房共 2283 间，已

运达 1678 间，搭建完成 1110 间。省应

急管理厅协调中央、省、市、县向灾区

调运救灾物资 46250件套。

“及时有效地灾情核查和客观精确

地灾情数据，关系着灾损评估和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也是应急救援的核心工

作。经过我们认真核查、严格把关，目

前已完成 15 个市直行业部门和 3 县 86
项数据的审核填报。”曹林宝说，结合灾

后救援救助进程，省应急管理厅还要

进一步加快做好灾损核查工作，为后续

灾后恢复重建打下坚实基础。

灾情就是最大的责任，担当就是最

大的奉献。省应急管理厅广大党员干

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抢救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主动

肩负起共产党员的职责使命，以实际

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为

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作出了积极贡

献。

救灾一线的应急救援力量救灾一线的应急救援力量

本报记者 咸文静

12 月 24 日 16 时，在海东市民和回

族土族自治县中川乡美一小学的草滩

村集中安置点，记者见到中华志愿者协

会应急救援志愿者委员会预案救援部

（青630000）青海区域负责人钱兵时，他

正忙得不可开交，手机响个不停。

“协调了一批物资刚刚送来，还有

好些人想了解震区的情况……”连续

接了几个电话，钱兵有些不好意思。

“他们人都可好了，给我们送来好

多东西！”看记者过来采访，在一旁聊

天的乡亲们对钱兵的团队赞不绝口。

大家说的没错。地震发生后，这

名有着 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迅速在团

队 微 信 群 里 发 出 号 召 。19 日 1 时 20
分，报名的 21 名队员集结完毕。1 时

30 分，钱兵和队员携带急救用品、救援

器械等奔赴一线。到达震区后，这个

团队一边配合当地开展工作，一边联

系物资。短短几天内，不仅成员自发

捐款 4 万多元，为受灾群众购置了棉

服、被子等，还积极协调 400 多万元的

物资送到震区。

可以说，这支志愿者团队不仅在

救灾一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还为全

国各地同样关心关注青海震区情况的

人搭建了一个奉献爱心的平台。

“就说这两天吧，众安公益基金会

送来了棉被等御寒物资，平安一个企

业捐赠的 20吨煤刚刚送到循化撒拉族

自治县……”

微光成炬。

说起组建这支队伍的缘由，钱兵

打开了话匣子。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老家在江苏。

2015年来到海东市平安区创业。”其实，

早在2012年，钱兵开始接触志愿服务，到

青海后没多久，又积极加入当地的志愿

者团队。2020年 8月，他正式建起这支

团队。几年成长，这个原本17人的小团

队不仅仅在海东生根发芽，还将枝叶蔓

延开来。如今，在海东有成员 48人，西

宁有53名，湟源县有42名。

其实，不仅仅是这次，玛多地震、河

南防汛都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这

次到达救灾现场后，为充分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队伍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俗话说，榜样就在身边。在钱兵的

带动下，18岁的女儿钱鸣宇成为团队中

的新生力量。每次看到女儿瘦小而又

忙碌的身影，钱兵总是心疼不已。可短

短几天，他就感受到女儿的成长。

“懂得了付出、奉献，真的长大了！”

今年是队伍成员马超入党的第十

个年头。说起他这些天的工作，用“一

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这句话概括再

合适不过了。14、19、16 这三个数字看

起来毫无关联的数字，其实是他最近

三天的工作时长。打开马超手机上的

志愿汇 App，上面清晰地显示着他近

些天的签到、签退记录。12 月 22 日，

14 个小时；12 月 23 日，19 个小时；12 月

24日，16个小时。看到这里，记者下意

识地看了一下时间，16 时 38 分。这说

明，今天他从凌晨一直忙到现在。

“我是去年正式加入团队。都是

平 凡 人 ，连 轴 转 了 好 几 天 哪 能 不 累

啊。说实话，这几天，是真累、真苦。

有时想拿热水泡个脚都不敢，脚上都

破了，一沾水，生疼。虽然这样，但却

总想着为群众多做一些事情，哪怕是

休息间隙，陪着孩子们做做游戏，也希

望他们可以尽快走出阴影。”

“是啊，这些年团队在资金、装备等

方面压力很大，我也想过放弃，但那一

声声谢谢，又让自己坚定了信念……”

钱兵接话道。

“叔叔，能再玩一次吗？”正说着，一

名小朋友跑过来，拉着马超的手撒娇道。

“老鹰来喽，小鸡们，准备好了吗？”

听到“召唤”，一脸疲惫的马超仿佛注入

了一股力量，笑着向孩子们跑去……

党员志愿者在行动党员志愿者在行动

本报记者 李庆玲

“桃花桃花开几朵？”“开两朵！”话

音刚落，刹那间，手拉手转着圈的小朋

友们两两分组，热烈地拥抱在一起。

12 月 24 日 11 时，记者在海东市民

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中川乡草滩村美一

小学看到，两名青年正带着 20 多个小

朋友玩游戏，欢声笑语响彻整个校园。

这两名青年来自青海省心理应急

救援队。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省

卫生健康委立即组织成立由青海省第

三人民医院、海东市第一人民医院、民

和县人民医院等省、市、县、乡各级医院

组成的心理应急救援队，第一时间奔赴

受灾地区，对受灾群众开展心理救援和

干预。团队中还有两名由国家卫生健

康委指派的来自四川省人民医院四川

省精神医学中心的心理治疗师。

青海省心理应急救援队队长、省

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仲庭

宏介绍，地震后，最容易受到惊吓的群

体之一就是儿童，有些儿童处在惊恐

之下无法释放，有些儿童会出现哭闹

等行为，在此次心理应急救援过程中，

儿童是救援队关注的重点群体。

“从孩子们的投入程度来看，他们

能够很积极地参与，和他们交流互动

时，也愿意配合和参加。当说到桃花

开几朵，几个人就抱在一起，能够互相

给予安全感。”组织玩游戏的省第三人

民医院心理治疗师于伟杰说。

在草滩村的集中安置点帐篷里，胡

西花正在给两个刚玩游戏回来的女儿

洗手，看到女儿们脸上纯真的笑容，她悬

着的心也慢慢放下来。胡西花说：“孩子

们心里害怕地震会再来，但现在有了专

业的心理治疗师陪着他们，缓解紧张情

绪，给予她们治愈和陪伴，特别好。”

突如其来的灾难事件对受灾群众

的心理产生创伤性影响，可能导致创

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出现了焦虑、抑

郁等情况，此时，来自省心理应急救援

队的灾后心理干预，帮助受灾群众逐

渐重建起了“心灵的家园”。

地震发生后，房屋顷刻间发生了

变形，金田村村民兰兰（化名）怎么也

打不开房门，她使劲敲打门框，但无济

于事。好在余震晃开了变形的房门，

她终于跑了出来。

震后这几晚，虽然搬到了集中安

置点上的帐篷里，但一到晚上，兰兰怎

么也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她的脑海

中就自动闪现出被砂涌紧追的画面，

可 能 再 晚 跑 一 秒 ，自 己 就 跑 不 出 来

了。地震给兰兰带来了一道难以抹去

的心理阴影。

在对金田村受灾群众进行精神心

理状况初筛时，救援队发现兰兰及部

分受灾群众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四

川省精神医学中心的心理治疗师杨俊

华组织了一次团体心理治疗。

在一座独立的帐篷内，她们围坐

一圈。在杨俊华的鼓励引导下，大家

从最开始的紧促，到最后倾诉出了自

己在震后这几天的害怕。当听到别人

与自己有相似的情况时，兰兰忍不住

哭了起来。

“哭是一种情绪宣泄，把患者的不

良情绪宣泄出来，有利于情绪的后期

恢复，我们要先对她进行一些睡眠上

的药物治疗。”杨俊华说。

从 19 日到 24 日，救援队队员一直

奔赴在对受灾区群众进行心理应急救

援的路上，对受灾区群众开展全方位

的心理援助，帮助他们减轻心理痛苦，

重拾信心。

“到民和第一天，我们就对受灾区

送 到 医 院 的 患 者 及 其 家 属 进 行 了 初

筛，并通过专业评估发现有几名患者

症状较重，已进行药物和心理干预。”

仲庭宏介绍说。

记者在见到省第三人民医院精神

科主治医师沙宏亮时，他正在草滩村

的安置点上对受灾群众进行第二次回

访筛查。

“这几天睡得好不好？心里会不

会烦躁？睡觉做不做梦？会不会在睡

梦中突然惊醒……”走进每一个帐篷，

沙宏亮一次次耐心问出每一个问题，

并仔细观察对方的面部和肢体反应。

“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工作，能找

出问题来是最重要的，最害怕的就是没

找出问题，造成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

受灾群众没有及时得到干预治疗，为今

后的生活留下隐患。我们不能漏掉一

户一人，要发现问题尽快治疗，让他们

尽早重拾平静生活。”沙宏亮说。

重建灾后重建灾后““心灵家园心灵家园””

集中安置点上笑声阵阵。

在帐篷内进行初筛调查。
本报记者 李庆玲 摄

本报记者 公保安加 肉旦尖措

12 月 24 日 20 时，海东市民和回族

土族自治县转导乡中湾村，借着同伴照

过来的手机灯光，中湾村应急分队成员

将写着“患难与共 共克时艰”的宣传海

报平平整整地贴在帐篷门口。

看着搭建好的帐篷，第一书记魏晴

天早已冻红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站在

灯光下，嘴里吐着白气说：“有了这些帐

篷，群众就能睡得安稳一些。”

18 日夜里，睡在村委会二楼宿舍

的魏晴天被晃下了床，惊慌之余反应过

来这是一场地震，心就提到了嗓子眼，

“乡亲们千万不要有事儿！”

瞬间，一切都安静了下来，魏晴天

和驻村工作队成员跑下楼，联系村党支

部书记马文，一起在村民“微信群”开始

了初步排查。一户一户地确认，得知未

发生任何伤亡情况，魏晴天揪着的心才

算有了些许放松：“生命安全是天大的

事儿，只要人没事，我们就不怕。”

村子邻近震中，震感强烈，绝不能

放松警惕，要保证全村群众撤离到安全

场所，要安抚群众情绪，还要摸排房屋

受损情况……对于驻村工作队和村“两

委”成员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眠夜。

面对眼下亟需着手开展的工作，驻

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紧急召开会议，成

立第一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为组长的

中湾村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快速制定应

急工作计划，最后分三组进行全面实地

排查。

“经过两次仔细排查，我们确定了

20 户主房受损相对严重的村民和 4 处

山体滑坡风险点。”魏晴天回忆说，紧接

着又再次召集会议，起草灾情报告，上

报乡党委和政府。

中湾村位于青甘两省交界的一处

山区，村民的院落依山腰而建，地震后

极易因山体滑坡而造成次生灾害。面

对眼前的情况，村里成立青年应急分

队，确定 18 名年富力强的村民为分队

成员，负责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以及搬

运物资、帮助村民搭建临时居住的简易

棚。

在第二次排查中，村抗震救灾领导

小组发现村民马其虎家附近有山体滑

坡风险后，即刻给应急分队下达指令，

将村委会惟一的帐篷搭建在他家附近

空旷区域，让马其虎家和邻居作为临时

避险场所。

经过村抗震救灾领导小组的统筹

安排和大家积极响应，村民生命安全有

了保障，但如何让受灾村民不受冻、有

口热乎饭成了摆在眼前的新问题。

“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这次地震

中，中川和官亭两个乡镇比我们灾情

严重，我们不能再像平时一样等着政

府安排。”12 月 19 日，魏晴天通过“娘

家”青海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以及个人

资源筹措各类物资，联系泰康人寿、青

海雅雄文旅集团等企业寻求帮助，开

始为村里做物资储备。在村委会二楼

会议室，堆放着他四处“化缘”运来的

防寒衣物、棉被、棉鞋、应急照明灯以

及食品等物资。

12 月 24 日下午，青海雅雄文旅集

团 捐 助 的 10 顶 救 灾 帐 篷 如 期 运 到 村

里，魏晴天再次召集会议，和村“两委”

成员商讨，确定搭建场所、制定分配方

案。与此同时成立妇女志愿者分队，负

责联系、了解、慰问老年人、儿童、妇女，

根据情况发放物资，开展心理疏导，安

抚受灾群众等工作。

商讨方案，确定场所，精细分工……

搭建完 10顶救灾帐篷后，魏晴天长舒一

口气，在“朋友圈”晒起了战果：“在特殊

时期，作为仅次于重灾区裂度8级的裂度

7 级地区村庄，中湾村驻村工作队和村

‘两委’不等不靠，挺身而出、冲在前面，

第一时间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保护村民

的生命安全，防范村域内次生灾害发生

风险，让党旗飘扬在抗震救灾一线。”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只有倾注感

情，脚踏实地，才能干出一番事情，尤其

是在这种危难时刻。”驻村以来，魏晴天

围绕“五个振兴”，在村里深入展开调研

并形成方案，先后获得相关单位支持和

帮助，为中湾村争取到了乡村少年宫建

设以及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设立等项目，

逐步打开了驻村工作新局面。

倾尽所能守护山村安宁倾尽所能守护山村安宁

多日相处，钱兵已经跟安置点上的
孩子们熟悉起来。

休息间隙，马超喜欢陪孩子们说说话。
本报记者 张慧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