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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24 日电
（记者 李恒 徐鹏航） 国家卫生
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
长米锋24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积石
山 6.2 级地震伤员均得到及时有
效救治，灾区正常诊疗服务已经
恢复。

米锋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调

派的2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和
重症、骨科、普外科、神经外科、小
儿外科、心理等专业国家级专家，
与当地医务人员一道，开放绿色通
道，保障所有伤员“应收尽收”；落
实落细“集中资源、集中专家、集中
伤病员、集中救治”的“四集中”原
则，安全转运重症伤员、“一人一
策”个案管理；组织开展心理疏导

和巡回医疗工作。
米锋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

将会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
疾控局，进一步统筹医疗资源，加
强灾区医务人员力量，全力救治
伤员，持续做好传染病监测和风
险评估，开展饮用水监测、环境消
杀等卫生防疫工作，确保灾后无
大疫。

国家卫健委：

积石山地震伤员均得到及时有效救治

23日11时，寒风凛冽，在海拔
约2400米的甘肃省积石山县刘集
乡阳洼村临时安置点不远处，发动
机轰鸣，一派繁忙施工景象。挖掘
机、推土机齐上阵，平整出一处背
风向阳的山间空地。货车迅速驶
入，将一块块折叠板房按平面依次
摆放。吊车紧随其后入场，垂下吊
索让地面工人挂在板房四角，机械
臂轻轻一提，“平板”秒变立体板
房，另一组早已等候的工人进入内
部，七手八脚推开板房的前门与后
窗，并固定好螺栓。至此，一间活
动板房的搭建便大功告成。

“从吊装到完工，搭建一间折
叠式集装箱活动板房，平均用时20
分钟，最快记录 15 分钟。”负责该
项目的甘肃建投建设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韩钫介绍，阳洼村坐落于山
顶之上，地块狭小、道路崎岖，是这
次灾后集中安置最困难的问题之
一。

满载板房的大型拖板车只能
到山下国道。21日下午抵达现场
后，他们首先拓宽通村路，然后用
6.8米货车二次转运板房。克服困
难重重，经过昼夜施工，于23日下
午6时，提前两天完成了原定建设
任务。

据甘肃省应急管理部门介绍，
甘肃将于 27 日前搭建超 12000 间

“防风、阻燃、保暖”的活动板房，保
障受灾群众从临时安置转向集中
过渡安置，温暖过冬。闻讯，一辆
满载活动板房的卡车，从全国各地
飞驰而来。

最快15分钟搭建一间折叠式
活动板房，无人机 12 小时驻空照
明 8000 平方米，地面 2200 瓦应急
灯塔“点亮”灾后安置点，“随车
吊”+带电车为抢修提速震后19小
时恢复供电……借助科学技术和
现代化装备，积石山 6.2 级地震抗
震工作展现令人惊叹的新速度。

大河家镇大河村广场安置
了 2000 多名受灾群众，是这次积
石山县最大的灾后集中安置点
之一。

震后首夜，一台无人机在大河
村广场安置点腾空而起，12小时驻
空照明 8000 平方米，为西部战区
等多方救援力量昼夜不停搭建帐
篷、转运分发物资、安置受灾群众
等提供了有力支持。

这款照明无人机名为“系留照

明无人机”，由浙江极客桥智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的救援团队带来，
它通过一根电缆与地面供电设备
相连，可为大片区域提供夜间应急
照明。

该团队队员王胜旺介绍，听闻
积石山灾情，他们第一时间联系有
关部门，获准后，他们跨越2000多
公里，于19日19时许抵达大河村，
在夜幕中升起这款“光明神器”。

听闻声响，40岁的大河村五社
村民马胜梅，走出解放军搭建的迷
彩帐篷，看见无人机洒下的光，照
亮了劫后余生的父老乡亲，看着那
些熟悉的脸庞，她忍不住热泪盈
眶。

从此，这款无人机多了一个温
暖的名字——“夜空中最亮的星”。

那晚，与它遥相呼应的，还有
地上复苏的灯火。19 日 18 时 50
分，震后约19小时，所有受灾电网
全部恢复供电。

如此快速复电，首先得益于脱
贫攻坚时期，我国对贫困地区电力
等基础设施的改造提升。参与这
次电网抢修的国家电网临夏供电
公司城区分公司经理陈杰介绍，
2018 年至 2021 年，结合“三区三
州”扶贫开发工作，国家电网在临
夏州投资近30亿元，对全州电网，
尤其是农村电网完成了一次彻底
改造，所以此次地震中电网受损并
不大。

其次，“随车吊”、挖掘机、带电
车等一批抢修机械装备的加入也
极大地缩短了修复受损线路及设

备的作业时间。
在刘集乡陶家村集中安置点，

保供电工人们正在安装一台10千
伏 400 千安的变压器。尽管这个

“小胖墩”重达1.4吨，可在卡车和
吊车组合成的“随车吊”面前“轻若
鸿毛”。

“以前，光搭建吊这‘小胖墩’
的滑轮组就得忙活1小时，现在不
消 10 分钟，就能把它安置到位。”
国网白银供电公司抢修组负责人
郑文龙介绍，安装完成以后，可供
这个安置点上已建成的 260 间以
及在建的200多间活动板房，户均
1000瓦的用电需求。

眼下，受灾群众正陆续搬进温
暖、光明的过渡安置点的板房内。
来自山东、四川、上海等全国各地
以及兰州、庆阳、陇南等省内兄弟
市的救援物资正源源不断送达，火
炉、煤炭、棉被、电热毯、苹果等各
类生活物资应有尽有……

屋内炉火正旺，53岁的大河家
镇梅坡村村民马赛里木，帮家人端
来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1岁
的小孙女在床上嬉闹。

“地震发生前，我已往地里施
了农家肥，等开春，买上些玉米种
子，撒到地里，秋天又是一个好收
成。”马赛里木老人说。

来年开春，待冻土消融，更有
保障的安全住房，也将在这座青藏
高原边缘的小城破土动工，群众热
切期待着那崭新一天的来临。

据新华社

那房、那光、那灯——看抗震救灾温度

12月24日，在积石山县刘集乡陶家村一集中安置点，施工人员给活
动板房接通电源。 新华社记者 方欣 摄

牛羊的去处
牛羊怎么办？在积石山6.2级地震灾区，这

是很多受灾群众眼下最焦心的事情。临时居所
有了，重建仍待时日，而牛羊要喂养、也怕寒。

23日，在受灾严重的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
县石塬镇秦阴村，我们在路边偶遇正在放牛的
曹学礼。两头大牛正贪婪地啃食着枯草，两头
小牛犊舔舐积雪。

“地震了，棚塌了，牛跑了。后来，它们又找
回了家。”曹学礼回忆道。

饲草压在棚里，但牛喂养不及时就得掉
膘。震后第二天，惊魂未定的曹学礼便牵着4
头牛行走乡野，饮水觅食。

牛羊成群，田园牧歌。但在积石山县，牛羊
养殖是人们生计的维系、收入的来源。

“眼下最好是赶紧卖掉。”老曹叹气道。
正说着，一辆小货车停到了路边。

“卖牛吗？”一个中年男人从车窗探出头。
曹学礼定睛一看，引擎盖上贴着横幅“灾区牛羊
收购综合服务队”。

巧了！
收购者叫马录退，从160公里外的牛羊交

易大县广河县赶来。“农业农村局说，灾区有牛
羊要收购，我就赶了过来。”他打开手机，148人
的“积石山灾后活畜收购群”里，消息弹个不停。

得知老曹想卖牛，马录退要了他的电话。
“我帮你发群里。我收羊，先走了。”

塌方后的道路尘土飞扬。我们紧赶慢赶，
撵上了马录退的车。

眼前的羊圈只剩半个顶，墙上破了大洞。“200
多只羊，死了56只。”养殖户秦啟宏一脸愁容。

“当务之急是赶紧出手。零下十几摄氏度，
牛羊掉膘。户外再放一个星期，存活率就会出
问题。”石塬镇畜牧兽医站站长司马珠说。

马录退熟练地翻进羊栏，抱起羊掂量。“我
只收65公斤以下的活羊，宰后空运发往广州。”

秦啟宏觉得价格合适，但圈里大羊多，小羊
少。两人商量了一阵，决定先等等，看有没有能
把羊全部收走的客商。

马录退的第一单生意是和秦尕忠谈成的。
6只羊羔，4456元。

秦尕忠原本计划让羊在春节出栏，羊大些，
价格也好些。“但现在顾不住了，得赶紧卖。好
在老板给的价格公道，比地震前的收购价还贵
1元。”

得知秦尕忠家里有年迈的老父亲和两个上
大学的孩子，马录退还给了他200元慰问金。

不一会儿，他就收了14只羊，小货车车厢
挤得满满。

“今天先来探个情况，明天再开大车过来。
我们多跑路没事，价格能高就高，也是给灾区做
点贡献。”说完，马录退就踏上归途。

20 时许，马录退打来视频电话，说快到广
河了，明早宰羊，当晚羊肉就能到广州的超市、
餐厅。视频里，天已漆黑。

我们联系老曹。他说，已有老板联系他，说
明天来看看。

几分钟后，积石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何永
明也发来消息。23日，“灾区牛羊收购综合服
务队”收购羊137只、牛32头，毛重每斤价格分
别高于市价1元、0.5元，总价42.7万元。同日，
保险机构对因灾死亡的牲畜落实农险理赔案件
129件，共58.6万元。

在坍塌羊圈前，司马珠说过的一句话如在
耳畔。“我们多尽力，群众多省心。” 据新华社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