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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 12月 21 日电
（记者张子琪）积石山6.2级地震
发生后，青海省制发《关于切实
做好地震灾后困难群众救助保
障和民政服务机构安全管理工
作的紧急通知》，对因灾造成基
本生活困难的家庭，及时纳入
低保和临时救助范围。发挥临
时救助制度“救急救难”作用，
为受灾困难家庭提前足额发放
2024年第一季度低保和特困供
养金。

青海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通过排查民政服务对象生
命财产安全、民政保障对象生
活、各类民政基础设施受损以及
困难群众家庭房屋受损等情况，
对地震灾区遇难家庭、受灾家庭

按相关标准进行救助。
据了解，本次地震主要影响

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
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
拉族自治县三县46个乡镇419
个行政村。

青海省民政厅与海东市及
灾区三县民政部门及时对社会
福利中心、养老院、儿童福利院
等民政服务机构入住人员进行
排查和紧急疏散，青海省住建部
门对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民政服
务机构入住风险进行鉴定，做好
安全保护和防范措施。目前，初
步排查鳏寡孤独720人、留守儿
童 724 人，并落实相关救助政
策，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基本
生活照料和心理慰藉等服务。

救援基本结束 安置加快进行
——甘肃积石山6.2级地震灾后安置直击

新华社兰州12月21日电
（记者王朋）自19日下午3时起，
积石山6.2级地震甘肃省救援工
作已基本结束，工作重点转为伤
员救治和受灾群众生活安置。
目前，社会各界救援物资正源源
不断运至震区，生活安置工作正
在加快进行。

记者在甘肃省临夏州积石
山县柳沟乡人民政府院子里看
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物资
摆满了院子，火炉、方便面、纯
净水、米面等物资码放整齐，柳
沟乡各村组织农用三轮车、小
货车前来拉运物资。院子不
大，显得有些拥挤，但秩序井
然。

柳沟乡张郭家村村支书董
尕军正在与村民一起装运火
炉。“19日23时至20日6时，村里
连夜搭起了26顶帐篷，但是没有
取暖的火炉。”董尕军说，这次拉
了25个火炉，晚上村里安置点取
暖就有保障了。

临近傍晚，记者跟随村民来
到张郭家村安置点，看到村民有
序领取了火炉，安置点进口处一
辆农用三轮车正在卸煤炭，不远
处一个临时搭建的锅灶炭火正
旺，大铁锅里煮着面条，旁边桌
上还有一大盆冒着热气的土豆
炖牛肉。

董尕军说，这两天他和村民

领取了煤炭、棉被褥、火炉、牛奶
等生活物资，目前基本能够保障
全村300多人的生活需求。

在距离张郭家村20公里的
刘集乡陶家村，村民与救援人员
一起加快帐篷搭建、取暖保障等
工作。在陶家村三社的一处广
场，几名村民正在清理断墙残
砖。“这里收拾一下，还能再搭一
顶帐篷。”村民马忠明说，目前帐
篷、火炉等物资正在不断往村里
运送。

陶家村村支书苏梅介绍，截
至20日10时，村里搭建了40多
顶帐篷，目前受灾群众的生活安
置工作还在加快进行中。

记者还在震区看到，多个农
村安置点搭建了集装箱式彩钢
板房。负责搭建板房的工作人
员介绍，跟普通帐篷相比，板房
防风保暖效果更好，并且板房材
质多是阻燃材料，更加安全。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两
天，在震区的各级公路上，随处
可见满载救援物资的车辆奔驰，
中央救灾物资以及社会捐赠物
资持续不断运抵震区一线。

记者从甘肃省抗震救灾指
挥部了解到，下一步，在及时搭
建棉帐篷的同时，开展简易过渡
房搭建工作，并加强生活必需品
供给和基础设施配套，确保安置
点群众温暖过冬。

此次地震有何特点？为何破坏性强？防灾减灾有哪些关注点？
——地震救灾专家详析积石山地震相关情况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记
者魏弘毅）12月18日23时59分，甘
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
震。针对本次地震特点和救援的
相关情况，记者采访了相关地震救
灾专家。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
部高级工程师韩颜颜介绍，本次地
震发生在甘东南活动构造区。该
区位于中国南北地震带北部，是青
藏高原东北缘的一个重要组成区
域。受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的长
期挤压作用，该区构造活动强烈，
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地震，如
1654年天水8.0级地震、1879年武
都8.0级地震等特大地震。

韩颜颜表示，大多数地震都是
由于地壳岩层运动造成的，运动的
方式不同，导致的地震情况也不
同。而针对积石山地震的初步震

源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此次地震为
“逆冲型地震”。

据介绍，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
强烈碰撞挤压导致青藏高原隆起，
并在青藏高原东北缘形成逆冲断
层体系。逆冲断层两侧长期相互
挤压，当挤压力超过岩石强度发生
破裂错动，就会引发逆冲型地震。
逆冲型地震会产生更为强烈的地
面震动，导致房屋倒塌和严重的地
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并对人类
生活和基础设施造成巨大影响。

同时，此次地震虽属6.2级，但
震源深度仅有10公里，属浅源地
震，进一步加剧了地震的破坏性。

“综合以上因素，在同等级地
震下，本次地震造成的破坏性相对
较强。”韩颜颜说。

除了地震本身破坏性强外，天
气与人口密度也是导致人员伤亡

大的客观因素。
“地震时恰好是隆冬时节。”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城乡韧性与防
灾减灾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高孟潭
表示，全国范围内低温雨雪冰冻
天气加剧了冬季的寒冷。对于救
援来说，严寒天气无论是对于被
困人员的存活率、救援人员的工
作状态都是较大的威胁。此外，
震中附近人口密度较大，地震发
生在凌晨，客观上拉长了居民对
于地震的避险反应时间，加重了
伤亡。

对于灾后应对，韩颜颜表示，
此次地震的发生地点位于青藏高
原和黄土高原的分界区域，区域内
多属侵蚀堆积河谷地貌，两岸岩石
性质多为松散堆积，多活动断层发
育，后续一定要密切关注潜在的滑
坡、坍塌等风险。

面对这起地震灾害，各部门
全力支持抗灾抢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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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应急管理部数据，截至19日
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
出动救援人员2042人、救援车
381辆、搜救犬37只赶赴灾区救
援。

当前，积石山6.2级地震甘肃
救援工作基本结束。高孟潭提示，
在群众生活安置方面，要鉴定可使
用的安全建筑物，对居民是否易地
安置进行合理评估，并有针对性地
采取行动。同时，要继续警惕潜在
的冻伤、火灾等灾害的发生，并为
可能发生的余震做好准备。

在灾害预防方面，高孟潭建
议，应基于此次救灾的经验教训，
提升对隆冬时节高寒地区地震的
应对水平。根据本次地震老旧农
村建筑遭破坏相对严重的情况，着
力提升农村房屋和城市老旧建筑
的抗震性能，并严格根据国家规定
的抗震标准进行受灾地区住宅楼
重建。

相关专家提示，抗震教育要功
夫下在平时，培养公众牢牢掌握紧
急逃生本领，不断提升相关部门地
震预报能力和抢险救灾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12月19日9时
46分，距离积石山地震不到10小
时，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图什市发生5.5级地震。针对两
次地震，韩颜颜表示，两次地震距
离较远，分属不同的构造带，两者
并无必然联系。

青海提前为地震受灾困难家庭
足额发放低保和特困供养金

12月21日，在积石山县大河家镇梅坡村，施工人员搭建活动板房。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灾区安置活动板房陆续投用灾区安置活动板房陆续投用
保障受灾群众温暖过冬保障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直击青海灾后40小时：

温暖中升腾希望
新华社西宁12月20日电（记

者陈凯 汪伟 李宁 王浡）距离积
石山6.2级地震发生已经超过40小
时，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
治县震后遭遇砂涌的草滩村、金田
村仍有人员被埋失联，牵动人心。
记者深入两个村采访发现，救援工
作仍在继续，安置帐篷热气升腾，
人们紧张、焦虑的心逐步稳定。

12月19日凌晨，积石山6.2级
地震引发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中
川乡草滩村、金田村两地发生砂
涌。突如其来的泥沙将道路掩埋，
部分民房或倒塌，或“淹没”在泥沙
之下，20人失联。

距离灾情发生已经超过40小
时。截至20日16时，仍有13人失
联，救援工作始终没有停止。

轰鸣的挖掘机声不绝于耳。
“家属还在等，我们不能停。”

国家消防救援局青海机动队伍副
组长王律说，157名救援队员19日
凌晨两点多便赶到金田村，肩背锹
挖，轮番作业，大家都累坏了，但谁
也没想过停下。“家属就站在那儿
等着，救援就是他们的希望。”

据王律介绍，他们的工作作业
面，下方有数名人员被埋。从最开

始只能靠人工挖掘，到如今大型挖
掘机清出通道进场，挖掘速度大大
加快。“昨夜一直干到凌晨泥沙被
冻住，今天一早又开始工作，估计
还要干到凌晨。”

在草滩村，海东市消防救援支
队综合指导科科长黄世璞步履匆
匆走向救援现场，他们这支118人
的救援队伍在这里作业也已经接
近40小时。面对记者的采访，他
说：“这里应该还有人被埋在泥沙
里，还得抓紧挖。”

对生命的敬畏，是这个寒冬灾
区里最温暖的一幕。

20日，记者来到位于中川乡
草滩村美一小学的临时安置点。

“加油草滩村”“加油金田村”——
在教学楼一间教室内，黑板上这几
个字温暖着所有人。

这是草滩村一名13岁小女孩
祁妍婷写的。灾后，她和弟弟、母
亲、父亲及其他亲人一起住在这间
临时安置点。生活得到妥善安置
后，小女孩逐渐走出地震之初的恐
惧。记者进入教室时，小女孩正在
和小朋友玩耍。

中午时分，54岁的村民何永
伟一手拿着馍馍，一手捧着用白

菜、粉条、羊肉做的“熬饭”。“一日
三餐都有保障，住得也暖和。”何永
伟说。

在何永伟身后是一排安置帐
篷，走进时感到一股暖流。

“真的挺暖和，住着心里踏
实。”49岁的草滩村村民祁生玉边
说边带记者走进他居住的帐篷，里
面炉火正旺，炉子上面水壶传来

“噗噜、噗噜”的响声，炉边上放着
他泡好的茶水。围在火炉旁邻里
邻居们唠着家常。

回忆起地震时的场景，祁生玉
双眉紧蹙，“房子震得咚咚响，我们
不敢回去，在屋外冻得发抖。”祁生
玉搓了搓手，“幸好政府建立了安
置点，搭帐篷、安火炉，让我们睡了
一个暖和觉。”

帐篷外面，方便面、牛奶、矿
泉水等救灾物资已经堆成“小
山”，随时供给有需要的村民，一
旁还有几个可移动供暖设备。院
子的一角，一家拉面馆将摊位搬
了进来，切菜的案板发出当当的
响声，煮面的大锅升腾着香喷喷
的热气，后面一张条幅写着免费
拉面供应点。

这炉火让人温暖，让人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