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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12月 20
日电（记者王铭禹）记者
20 日从甘肃省抗震救灾
指挥部积石山 6.2 级地震
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 19
日下午 3 时，甘肃省救援
工作已基本结束，工作重
点将转为伤员救治和受灾

群众生活安置。甘肃省将
持续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
作，确保群众生命和财产
安全。

截至 20 日上午 9 时，
积石山 6.2 级地震已造成
甘肃省 113人遇难，782人
受伤。

18 日 23 时 59 分，甘肃省临夏
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发生 6.2级地
震。震中位于高海拔山区，时值严
冬，最低气温达零下 17 摄氏度。
如何保障受灾群众抵御严寒、温暖
过冬，成为救援后安置工作的重中
之重。

20日，记者走访受灾严重的大
河家镇、刘集乡的多个安置点及积
石山县民政局物资转运点，了解救
灾物资中最紧缺的帐篷、棉被、煤
炉等物资转运情况。

在积石山县民政局大门口，两
顶临时搭建的小帐篷构成此次物
资转运的重要节点，工信、发改、民
政等部门抽调 70余名干部开门办
公，组成 AB 岗 24 小时值守，对来
自各地的救灾物资进行分发。

“物资到达积石山，不用进仓
库卸货，左边帐篷专门登记，右边
帐篷负责调配，第一时间运往受灾
严重乡镇。”积石山县发展和改革
局副局长马学文说。

驱车 3个多小时，卡车司机袁
加雄终于将 400多个煤炉从西宁运
抵灾区，车程仅比平时多半个小

时。“一路上都是跟我一样满载物
资的卡车。”

车子停稳，村民和甘肃蓝天救
援队队员齐心协力，仅用 1个多小
时就将煤炉卸载运往大河家镇康
吊村各社。记者了解到，在临夏通
往大河家镇的高速公路，所有运送
救灾物资的货车免收过路费。

康吊村党支部书记马黎雄正
向各社分配物资。“我们最急需的
就是取暖设备，这些煤炉解了燃眉
之急。”话音刚落，另一辆满载 1000
条棉被的卡车抵达。

这批棉被由爱心企业从甘肃
其他市州采购运输而来，福建蓝天
救援防灾减灾中心总队长陈素珍
带领队员快速转运物资。

“我们带着现金过来，想就近
采购物资，谁有渠道？”陈素珍问
道。

“我有！”现场好几人应声回
答。

兰州市明德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负责人丁虎 19日下午带着 60床
棉被抵达积石山。经民政局分配
后，60床棉被顺利送达康吊村。“我

们抵达村子后，发现同类型物资紧
缺，又联系其他慈善基金会支援。”

目前，康吊村受灾群众的取
暖需求已逐步得到满足，丁虎又
开始联系儿童棉衣、纸尿裤等物
资。

在康吊村各社安置点上，来自
成都的公羊救援队队员正在搭建
帐篷。帐篷搭好后，刚刚运抵的煤
炉、棉被将保障村民们温暖过冬。

“昨晚这里有的帐篷需要住将
近 20人，我们要加快搭建进度，让
村民们睡得舒服一些。”救援队队
员说。

积石山县农村群众居住分散，
一些偏远安置点物资运输不易。
为了让群众温暖过冬，救灾物资转
运各个环节的人们正通力协作，让
救援物资更快送到群众手中。

据了解，截至 20日 20时，国家
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
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
肃、青海地震灾区累计调拨 13.5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 12.66
万件，在途 0.89万件。
新华社甘肃积石山12月20日电

全力保障温暖过冬
——记者直击积石山地震救灾物资转运分发全程

12月20日，在积石山县柳沟乡张郭家村，工作人员为受灾群众分发火
炉。

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 6.2 级地震发生后，各方力量驰援一线，中央
救灾物资以及社会捐赠物资持续不断运抵，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

新华社 发

甘肃救援工作基本结束

新华社西宁12月20
日电（记者周盛盛、李宁）
记者从青海省“12·18”地
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

了解到，截至 12 月 20 日
16时，地震已造成海东市
21人遇难，198人受伤，13
人失联。

青海海东21人遇难

新华社兰州12月20
日电（记者李杰、崔翰超）
记者从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获
悉，截至 20 日 8 时，经过
不间断努力，此次地震受
灾区域邮政通信服务已
全面恢复，灾区邮政服务
水平整体平稳。

中国邮政甘肃省分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此次
地震主要影响积石山保
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
县当地邮政通信服务的
正常运行。目前，受影响
的积石山县 6条邮路已恢
复通畅，2 个邮政金融网
点和 9个临时邮局均对外
正常营业，24条投递线路
已恢复运行。

灾区邮政通信恢复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0 日电
（记者顾天成）18日，甘肃省临夏
州积石山县发生 6.2级地震，灾情
牵动人心。国家疾控局 20 日发
布“保证震后环境卫生”健康提
示，明确在做好紧急救援、应急安
置的同时，应加强震后环境卫生
工作，避免次生灾害发生；中国疾
控中心日前发布“震后个人卫生
防护”健康提示，提醒受灾地区群
众，特别是老年人、孕妇、婴幼儿
等重点人群，做好个人卫生防护。

疾控部门提示，组织好应急
供水是震后卫生工作的迫切任
务；临时设置的受灾地区群众安

置点应合理规划，分区设置；灾后
厕所的设置应满足群众需要，因
地制宜，尽快设立临时厕所，避免
分散如厕；加强粪便管理和防止
病从口入尤为重要，流水洗手是
最有效的预防肠道传染病的措
施。

震后初期，应尽量减少接触
人畜动物尸体和经地表水浸泡的
家具、衣物等物品；应尽量避免用
手揉眼睛、直接抓取食物食用，在
进食前可采用免洗洗手液等进行
手部卫生消毒；如条件允许，应尽
量设置专门的洗手龙头，采用经
处理的水流水洗手，洗手时可用

肥皂或洗手液充分搓洗以清除污
渍和微生物。

灾区卫生条件受限，受灾地
区群众如何做好个人卫生防护？

疾控部门提醒，受灾地区群
众要尽量做好以下防护要点：做
好个人防寒保暖，避免感冒着凉；
饮用煮开后的水或瓶装水；食物
要烧熟煮透，餐具用前用后要清
洗干净，不要吃腐败变质的食物；
不随地乱扔垃圾，保护好环境卫
生和公共水源处卫生；出现发热、
咳嗽、流涕、咽痛等不适症状时，
可视情况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等。

疾控部门提示

做好震后个人卫生防护与环境卫生处置

救灾物资
运抵灾区

2.2亿元救灾资金下达
新华社北京12月20

日电 记者 20 日从财政
部获悉，针对甘肃临夏州
积石山县发生 6.2 级地
震，造成甘肃、青海部分
地区农业设施大棚、畜禽
圈舍、水利工程设施损毁
情况，财政部 19日会同农

业农村部、水利部紧急下
达甘肃、青海两省农业防
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
2.2 亿元，支持两省做好
地震灾损农业生产设施
大棚、畜牧水产养殖圈
舍、水利工程设施修复等
相关救灾工作。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0日电（记者王优玲）记
者 20日从住房城乡建设
部了解到，甘肃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住房
城乡建设部全力做好抗
震救灾工作，已派出专
家组指导支持甘肃积石
山 6.2 级地震房屋建筑
和市政设施应急评估工
作。

据悉，住房城乡建
设部紧急抽调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单位
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方
面的专家 9 人，组成住
房城乡建设部抗震救灾
专家组，由住房城乡建
设部抗震救灾指挥部办
公室工作人员带队已赶

赴甘肃灾区，指导支持
灾区开展房屋建筑和市
政设施受损情况摸排、
房屋建筑应急评估、市
政设施抢险抢修等工
作。

地震发生后，甘肃、
青海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迅速行动，组织专业技
术力量赴灾区开展震后
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应
急评估，截至 19 日晚，
已 分 别 组 织 319 名 和
169 名专家和技术人员
在灾区开展工作。住房
城乡建设部将进一步加
大工作调度和技术支持
力度，帮助灾区加快房
屋建筑应急评估工作，
尽量让更多群众先住到
安全的房屋里。

地震房屋评估工作开始

公安机关全力抗震救灾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0 日电（记者熊丰）
记者 20 日从公安部获
悉，甘肃临夏州积石山
县 6.2 级地震发生后，
公安机关全力以赴投
入 抢 险 救 援、交 通 保
障、秩序维护等工作，
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
维护受灾地区社会大

局稳定。
公安部第一时间启

动应急响应机制，部署
有关地方公安机关在党
委和政府领导下，同有
关部门密切配合，千方
百计搜救转移安置遇
险、被困群众，加强救灾
现场、群众安置点、医疗
点巡逻防控和道路交通
秩序管控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