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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

我们亲爱的祖国……”12 月 27 日，海东市循化撒拉

族自治县孟达天池景区停车场上——清水乡塔沙

坡村的集中安置点，一排排移动板房整齐排列，鲜

红的党旗随风飘扬，宣传小音箱中传来阵阵歌声。

晌午时分，清水乡派出所的民警开始新一轮的

巡逻，当地消防工作人员正排查隐患，村民有的忙

着生火做饭，有的忙着打扫卫生，有的去找医生看

病……安置点一切井然有序。

塔沙坡村 34 户 174 位村民已陆续住进温暖的

板房，水电一应俱全，家家板房内生起的暖炉抵抗

着室外阵阵寒意。

安心，公安民警守护在身边

“阿爷，你找一块布把这个烟囱缝隙堵一下，万

一漏煤烟，很危险。”

“阿娘，这个电插板要挂起来，不要放在地上，

千万要小心使用。”

何海斌是清水乡派出所副所长，12月 27日一大

早，他就和同事来到安置点巡逻、入户检查村民安全

用电用暖情况，这样的“提醒”他每天无数次重复。

“塔沙坡村留守儿童和老人较多，从帐篷搬进板

房，虽然居住条件好了，但安全隐患依然存在，我们有

6名工作人员在安置点，全力保障大家的安全。”

每天在安置点见到何海斌的村民马哈七麦对

他们的工作赞不绝口。

马哈七麦家中有六口人，母亲和妹妹身患残

疾，家里还有三个孩子靠她一人支撑。地震发生，

当她紧张、慌乱、手足无措的时候，民警已经第一时

间赶到，就地转移、安抚情绪，给了马哈七麦满满的

安全感。

“这两天民警每天来巡查安全用电用暖，还提

醒我们保护好贵重物品，用手机的时候要防范诈

骗，很周到。”

马哈七麦说，地震发生后民警第一时间到达村

里，帮助大家搭建帐篷、转移物资。如今搬进板房，

民警就在隔壁日夜值守，他们专门制作了反诈防骗

的宣传单，提醒大家注意财产安全。

随着板房的陆续搭建，村民也相继住进了“新

家”。何海斌和同事巡逻时，看到 60 多岁的村民马

牙亥牙带着三个孙子在板房内收拾暖炉，就走进去

帮忙。

“阿爷，炉子烟囱太长了，你一个人安装太费

劲，我们给你安。”很快，装好炉子生起火，屋子里瞬

间暖和不少。

点点滴滴，看似小事，却件件温暖着村民的心。

暖心，享受细致的医疗保障

“这两天气温下降，出门多穿点。这个感冒药

你拿去吃，一天三次，一次一袋，都是饭后吃啊。”

警务站隔壁的塔沙坡村过渡安置点医务室内，

清水乡卫生院院长马瑞兰正在给村民看病。一旁

的医务人员周毛加给前来就诊的村民测量血压：

“放心吧，血压降下来了，再坚持吃几天药，就稳定

了。”

地震发生后，清水乡卫生院第一时间安排医务

人员进驻安置点，从帐篷到板房，马瑞兰和同事 24
小时值守，做好安置点的基本医疗服务、环境消杀、

心理干预等医疗保障工作。

“医疗服务保障工作关系着群众的身体健康，

让大家快捷享受到诊疗服务很重要。”日日夜夜在

安置点服务，马瑞兰和村民结下深厚情谊。

“马法土老人是安置点里年龄最大的村民，地

震当晚受了惊吓，心脏不太舒服。还好我们备有速

效救心丸、稳心颗粒这些急救药，及时给她用上了，

这几天老人恢复得不错。”

“3 号房的小孩一直发烧，嗓子也发炎了，我拿

点药过去看看。”

……

医务室内血压血糖监测登记本、诊疗登记本上

详细记录着村民的就诊情况，谁有高血压心脏病，

谁头疼脑热，马瑞兰了如指掌。

为了满足村民的诊疗需求，让医疗保障更可

靠，医务室及时登记、补充药品，目前感冒药、慢性

病药、急救药等常用药品就有 280 多种。小小的医

务室里备足了货，随时免费提供给村民。

不仅如此，医务室每天对安置点可能存在的污

染源进行两次消杀。进入冬季，呼吸道疾病频发，

前几日清水乡卫生院还为村里配备了三箱医用口

罩，分发给村民。

走进韩阿乙血家，屋子收拾得干净整洁，炉子

上茶壶里冒着热气，四张床上铺着新褥子，韩阿乙

血正和邻居拉家常：“房子里暖和，感冒也好多了，

医务室的大夫就守在隔壁，看病很方便。”医疗服务

队的暖心服务，让韩阿乙血一家人住得很踏实。

太阳照在塔沙坡村安置点的房顶上，暖意融

融。“晚上不舒服就打电话，我立马过来”“有什么需

要帮忙的，千万不要客气，我们 24 小时都在”……

马瑞兰和同事不停地叮嘱声暖流一般回荡在板房

间。

爱心，让安置点充满力量

中午时分，暖阳高照。

“大家来打饭，今天是羊肉熬饭，还有油饼花

卷……”这是马俊和同伴第五次“送饭上门”。

马俊在循化县城开了一家餐饮店，地震发生

后，他尽己所能提供帮助。“乡上的书记说安置点物

资齐全，如果人力充足可以为村民做口热饭。”在马

俊眼中“这是件小事”，说干就干，马俊和同在循化

县城的刘庆国一起来到塔沙坡村，支起了锅灶、做

起了大锅饭，村民排队领餐时总不忘多说几句谢

谢，让马俊和刘庆国很暖心。

“家门口发生地震，乡里乡亲的，我们只不过是

尽绵薄之力。”

马俊和刘庆国送爱心餐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

县城里做餐饮生意的老板、爱心人士等主动联系他

们并加入这支“送餐服务队”，现在队伍壮大到 8
人，送的餐食也更加丰富。

“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我们共渡难关。”刘

庆国说，虽然天寒地冻，但是大家互帮互助的热情

丝毫不减。

今天是马俊和同伴最后一次为塔沙坡村安置

点送餐，羊肉熬饭分量十足，村民赞不绝口。村民

马福成和家人每天都会来马俊的送餐点打饭，他一

边道着感谢，一边叮嘱妻子：“明天开始自己做饭

了，迎接新生活。”一旁的村民笑着点头认可。

贴心，来自“半边天”的爱护

正当大家准备吃午饭时，循化县妇联的工作人

员带着爱心物品来到安置点。

“阿姐 ，快来 ，卫生用品来了 ，叫大家来领一

下。”

塔沙坡村妇联主席马如姑也忙着招呼左邻右

舍，不一会儿，大家自觉排起队领取纸巾、湿巾等。

“真的很周到，已经为我们发放好几次卫生用

品了，非常感谢。”

在马如姑也的带领下，村里的妇女纷纷对县妇

联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每个人的脸上露出会心的

微笑。

几大盒卫生用品很快发放完成，县妇联主席多

吉措又招呼大家在板房内就座，坐定后多吉措说：

“大家安安心心在这里住着，有不舒服的就及时反

映。我们身后有党和政府，日子一定会好起来！”

马哈七麦热情地回应：“前些天我妈妈还是很

害怕，每天晚上睡不着觉，这几天好多了，政府给了

我们很多关心关爱，很感谢。”

“大家要慢慢适应，听党和政府的安排，照顾好

自己，看管好孩子。”

“好好好……”

这是一次小型的交流座谈，更是一次心理疏

导，还是一次互帮互助，在塔沙坡村安置点，通过这

样的互帮互助，让爱和温情缓缓流淌，化作坚强生

活的后盾。

地震发生后，马如姑也第一时间组织十多名妇

女，在安置点给大家做大锅饭，其他妇女积极响应，

做饭、烧水、打扫卫生，照料行动不便的老人。

韩艾血就是其中一位。她和马如姑也经常到

马沙拉姑老人家帮忙，韩艾血说：“老人身体残疾，

儿子又生着病，我们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小事，共渡

难关。”

除了力所能及地照料村民生活，在马如姑也的

带领下，妇女积极乐观用正能量感染着身边的每一

个人。

——循化县清水乡塔沙坡村集中安置点见闻

以心换心以心换心，，双向奔赴渡难关双向奔赴渡难关

1.安置点党旗飘扬。
2.群众身边的诊疗服务。
3.卫生用品送上门。
4.“藏青蓝”守护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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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不好走，蜿蜒曲折，尘土弥漫。

12 月 28 日，到达化隆回族自治县塔加藏

族乡曹旦麻村时，已是 16时。

“最后两间板房马上搭建好了，今晚

就能住进去 。”走进曹旦麻村集中安置

点，村党支部书记曹福林指着前排的板

房，继续跟村委会主任完么才让说：“一

会咱再加把劲儿，把炉子搬进去，晚上大

家生了火，暖暖和和的住！”

曹旦麻村是化隆县塔加藏族乡受地

震影响最大的村庄之一。地震发生后，

村里 23 名党员、村“两委”干部迅速集结，

成立三个小组，分头行动，第一时间投入

抗震救灾工作。

“一组，赶快叫上村民，撤到综合服

务中心的小广场上。”“二组，赶快联系卫

生院，把受伤的村民护送过去。”“三组，

赶快清点人数，看看大家都来齐了没？”

谈及当晚的情形，曹福林记忆犹新：

“我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心里挺

慌的。但在危急时刻，作为党员，要临危

不乱，更要冲在前面。”

说话间，曹福林的目光看向远处正

在帮忙干活的村民强周，说：“当晚，强大

爷可帮了我们大忙！”意识到地震来了，

强周第一个冲出屋子，一边招呼大家快

跑，一边迅速向后坡跑去。“他着急啊！

地晃得这么厉害，后坡住着 8 户人家，要

争分夺秒，赶紧把村民叫出来。”

“啥事都先想着我们。”一旁的村民

卓玛才让接过话茬：“受地震影响，这几

日时常有大大小小的石块滚落到路上，

强周每天都会骑着电动三轮车去清理落

石，方便大家通行。”此时的强周仍在安

置点里跑前跑后，一刻也闲不住。

“ 饭 做 好 了 ，大 家 排 队 打 饭 啦 ！”远

处，七周太端着一锅热气腾腾的熬饭向

安置点走来。“这几天，我们几名党员商

量好了，轮流给大家做饭。特殊时刻，一

定要保证村民吃上口热乎乎的饭。”

滴！滴！滴！一辆辆运送物资的大

车到达安置点 。“走吧！咱们快帮忙卸

货。”曹福林放下手中的碗筷，招呼上两

三人，开始搬运物资。

“ 曹 书 记 ，你 们 歇 歇 吧 ！ 我 们 几 个

搬！”卓玛才让和几位村民连忙接过物

资，帮忙干起活儿。“协调物资、搭建板

房、安抚群众……这几日，村里的党员不

分昼夜地忙碌着。村民看在眼里，心怀

感激！”

“这些辛苦算不了什么。感谢党和政

府，现在物资充沛，板房也都搭好了，今晚

村民就能住进暖和的屋子，这是我们这几

天一直在盼望的！”曹福林笑着说。

70 岁的强周，58 岁的七周太，36 岁

的曹福林……他们是曹旦麻村的村民，

也是一名党员。他们每个人都在以自己

的方式，守护着共同的家园。

个个都是好样的个个都是好样的！！

曹福林（左）支锅做饭。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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