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7 日，化隆回族自治县塔加藏族乡曹旦么村安

置点的板房里，一场接地气的“板房课堂”开讲，曹旦么

村驻村第一书记周拉，用乡音以“拉家常”的方式，结合

灾后重建政策措施，为大家解读中央和省委“一号文

件”精神。

“政府为我们调拨安置板房，发放米面油等生活物

资，现在又为我们争取灾后重建的项目、资金，党的政策

好不好？”

“好啊，党和国家关心我们，关心‘三农’，还有这么

多党员干部带领我们，我们很感激。”村民踊跃发言，谈

体会、说感悟，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灾后重建工作进入关键期，不只在化隆县，在民和

回族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房屋受损的村民

有的开始自拆自建，有的准备外出务工，县、乡、村三级

党员干部借着“万名干部下乡”的春风，走进安置点、板

房，宣讲重建政策，鼓舞信心，时刻与群众在一起。

心中有人民，脚下有力量。循化县清水乡塔沙坡

村安置点临时党支部书记、点长多杰始终牵挂着“重振

家园”，3 月 6 日，多杰这边一动员，塔沙坡村党支部书

记韩迎新那边就在群里招呼起来，大家统一着装，在巷

道里清理碎砖碎瓦，劲头十足。

从地震发生后自助自救，到如今团结友爱，塔沙坡

村人排除等靠要思想，在冲锋在前的党员干部带领下，

感恩奋进，重建家园。

9803 户、45218 人，185 个安置点，震后海东市及时

安排部署乡科级干部下沉担任安置点点长，受灾地区

195 个驻村工作队 585 名驻村干部就地转化为服务站

成员，至今未变。每个过渡安置点临时党支部，鲜艳的

党旗总是迎风招展，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安置点点长

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群众的桩桩件件就是他们

的心心念念。

从过渡安置到情绪安抚，从物资发放到生活安全，

从房屋鉴定到一房一策，从春耕备播到巡回宣讲……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挺起抗震救灾的“坚强脊梁”，用心

用情践行“大灾大难面前考验党性，检验为民初心”。

如今，受灾群众全部得到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住得

安心、生活暖心，抗震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果，群众自发升

国旗、唱国歌、感党恩，凝聚起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强

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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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面墙需要拆除后重建，新砌的墙必须加装钢

丝网片，更牢固。”3 月 5 日一大早，民和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邀请的第三方工程公司负责人赵更海，带着工

作人员来到官亭镇鲍家村，登记、测量、画图，在掌握

每一户的受损情况后，赵更海等人还为每家每户出设

计图，最后出设计方案列出所需费用。

“一户一策”，这是海东市住建部门为提升农村工

匠群众的农房建造水平而实行。

村民鲍春西家的房子鉴定为 C 级，最近他要赶在

务工前把房子基础搭建好，看见他时他刚好载着一车

钢筋水泥等材料回家。

鲍春西笑着说：“有了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指导，

再加上乡里乡亲的帮助，一定能保质保量把房子盖

好。”

地震使海东约 3.8 万户群众的房屋受损，为了保

障村民自建房质量，海东市组织三县对农房施工队伍

和人员进行摸底调查，协调建筑材料产销衔接，确保

材料供应充足、价格保持平稳，并组织专业人员深入

灾区各乡镇、村开展房屋建设培训和宣传活动，以有

效提升农村工匠群众的农房建造水平。

灾后重建，要把群众放心上，把群众的冷暖放心

上，还要把惠民实事和民生福祉落到实处，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民和县官亭、满坪、甘沟等乡镇，就业局组织的专

业技师为村民免费提供装载机、挖掘机、焊工、瓦工、抹灰

工等技能培训，培训合格后即可获得资格证书，就近就

业。五个工种，600余人的“订单、定岗”培训，大大提升了

重点灾区劳动力职业技能水平。

官亭镇官东村村民拜生福报名学习挖掘机，教学

点离安置点不足 100 米，他学得很有激情，他说：“老

师教得好，就得好好学，学好以后不仅能就近就业，将

来还可以买一个挖掘机自己创业。”

灾后恢复重建是重大政治任务，是民生工程，要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既要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工作结

合起来，更要同受灾群众感同身受。

“一年基本恢复、三年全面提升”，广大党员干部，

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灾后恢复重建规划项目有序稳

妥推进，凝聚起重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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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面有些冷，那我们就从阳面开始干，工程已

经进行了一大半。”3 月 6 日，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教

育局负责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韩玉财，带着记者走

进白庄镇拉边小学，校园内，一边是书声琅琅的教

学区，一边是加了防护栏的施工区，两区互不干扰，

既可以保证地震受损教学楼的维修加固，又可以保

证学生安全上学。

心中装着群众，肩上扛着责任。地震发生后不

到一个月，循化县在不具备施工条件的情况下创造

条件，38 所受灾学校先期开工，拉边小学就是其中

之一。

为了保证施工质量，受损房屋墙面全部拆除，

加装了钢丝网片，墙体加倍牢固，在寒冷的天气条

件下，工人同时将好几个火炉放在一间屋子里施

工，确保施工质量不受天气影响。

除了保证施工质量，循化县教育局也借此机会

大力改善乡镇学校教学设施设备，对受灾学校内老

旧的地砖、门窗、采暖、照明进行全面改造，水泥地

坪换地砖，旧门窗换新门窗，日光灯变护眼灯，空气

能取代生火炉……让孩子的学习环境更舒适。

事关民生，不可怠慢。3月4日，在民和回族土族

自治县官亭镇鲍家小学，主教学楼维修工程已完成室

内作业，正在进行楼体外墙粉刷，工程已近尾声。

1 月 15 日开工以来，民和县首批开工的鲍家教

学点、先锋教学点、鲍家幼儿园、河沿幼儿园等修复

工程在春节期间依然坚守施工，目前均已完工交

付，第二批灾后重建计划的官亭镇中心学校楼体加

固修复项目于近日全面开工，预计 8 月底前交付使

用，孩子很快就能重返自己的校园。

从线上复课到线下复课，从教室到板房，来自

老师、家长、爱心人士的爱紧紧包围着孩子，他们在

懵懂中获得保护，在保护中懂得感恩，在感恩中学

会奋进。

如今，灾后重建工作全面启动，受灾区县不

等不靠，抓早抓实，扎实推进先期开工的教育、

卫生等领域项目，项目一个一个盯，环节一个一

个抓，急难愁盼一件一件落实，确保灾后重建项

目高效率、快节奏，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

跑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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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房教室内书声琅琅，“家门口”的就业培训如火如荼。春耕开启，灾
区群众在田间地头播撒春天的希望，房屋鉴定、群众安置、项目梳理、规划
编制等工作有条不紊推进……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青海海东灾后重建
现场，千千万万个脚步踏春而行，重建美好家园。

2023年12月18日，积石山县6.2级地震波及我省海东市三县。
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

理、张国清副总理深入一线看望慰问受灾群众、现场指导抗震救灾，极大鼓
舞了全省上下战胜地震灾害的信心和决心。

抗震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果，灾后重建工作全面启动，18个教育、卫生领
域项目先期开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如今，朝着重建美好家园的目
标，青海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再启新征程，凝聚起强大的信心和力量，用心
用情做好灾后重建工作，让新家园更美，好日子更甜。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书写好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系列述评之八
本报记者 牛玉娇

凝聚磅礴力量 重建美好家园

民和县灾后恢复重建卫生项目正在加紧施工中。 本报记者 牛玉娇 摄

开开心心重建家园。

播撒春天的希望。

入户施策，专业指导。

幼儿在维修一新的教室内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