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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2023年12月31日，海
东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地震后
搜救工作、老百姓安置情况、物资保障情况、受伤
群众救治情况、学校复课安排情况等向媒体和全
社会进行通报。

288小时奋战，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经过288个小

时连续奋战，截至2023年12月31日凌晨1时16
分，20 名失联人员中的最后一名失联人员被找
到，加上之前已确认遇难的33人，此次地震已造
成海东市34人遇难，现场搜救工作结束。

在搜救工作中我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抢抓黄金救援期，多方调集专业救援队伍
和社会救援力量，累计投入消防、解放军、武警、
公安、民兵预备役、大型企业等主要救援力量
10400人次、机械4940台次，24小时不间断开展
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每日搜救力量始终保持在
800人以上、大型机械380台以上。根据砂涌灾
害区域实际，划分5个救援区12个作业点位，实
行“一区一策”救援措施，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大力发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克服高海拔地区
冬季寒冷气候、淤泥下陷潜在危险等困难，不断
调整优化救援工作方案，科学合理调配救援力
量，全力加快搜救工作。目前，累计翻挖淤泥
93.2万立方米，打通救援通道4785米，开挖修筑
沟渠 680 米，填筑石料 1.53 万立方米，平整场地
4.6万平方米。

因地制宜安置，16055人3880户入住板房
海东市研究制定了受灾群众临时过渡安置

工作方案，安排三县摸排群众过渡安置需求，累
计建成板房3507间（含彩钢板房170间），入住板
房3880户、16055人。对道路崎岖不宜板房安置
的山区受灾群众因地制宜采取棉帐篷安置方式，
目前帐篷安置1473户、7050人。

累计发放帐篷、折叠床、棉被褥、棉大衣、取
暖设备等共计 7.5 万件套，煤炭 3800 余吨。同
时，接收并发放肉蛋奶、米面油等各类生活物资
共计折合人民币约4010万元。

各集中安置点在有水电、有采暖、有公厕、
有生活垃圾收集设施、有党群工作站、有医疗服
务“六有”基础上，明确主体责任，细化工作措
施，做到安置点点长负责制、指挥工作通讯联
络、安全巡查、互帮互助机制、矛盾调处化解、志
愿服务“六到位”，切实提高群众满意度、归属感

和安全感。
101人出院，危重症伤员全部在省级医院救治

此次地震共造成海东市民和县、化隆县、循
化县196人受伤，在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安排和省
卫生健康委指导下，所有伤员均得到了及时有效
救治。目前，住院伤员95人，其中：危重3人、重
症12人、轻症80人，累计治愈出院101人。危重、
重症伤员全部集中在省级医院救治。

地震发生后，当地火速集结 1682 名医务人
员、76 辆救护车进行伤员转运和救治。同时，
协调省、市、县 13 所救治医院畅通就诊通道，
预留 540 张床位、30 辆救护车以备急需。按照

“重症及时转省级，轻症康复在县级”要求，重
症伤员第一时间全部转运至省垣医院救治，由
省卫生健康委组织成立专家组，实行“一人一
策、每日会诊”的救治措施，期间多次邀请北京
协和、积水潭等医院专家进行远程和现场会
诊，不断优化诊疗方案、全力进行救治。对轻
症伤员，就近在市域内 3 家县级医院集中救
治，由省级专家驻点指导，每日诊查研判，科学
规范救治。

目前，住院伤员伤情稳定。
地震致126337名学生停课，1月2日线下全

面复课
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海东市受地震影

响的民和县、化隆县、循化县共有 371 所中小学
126337名学生停课。省、市教育行政部门指导受
灾县，搭建活动板房教室37间安置学生1119人；
分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2193 人，普通高中学生
941人，“一校一策”采取线上与线下、易地分流与
就地安置相结合的方式尽快恢复受灾地区正常
教育教学秩序。

截至2023年12月25日，三县停课学生全面
实现线上线下复课，复课率达100%。12月28日，
研究制定了《海东市“12·18”地震灾后学校恢复
线下教学工作方案》，明确了震区学校恢复线下
教学的10条底线标准，并报请省教育厅同意后，
印发三县执行。

2023年12月29日，省、市组成联合督导组对
震区三县受损严重学校建筑物安全、食品安全、
卫生防疫、教学保障和后勤保障等方面恢复线下
教学秩序准备情况进行了实地督导。海东市计
划采取原校复课、分流安置、板房安置等方式，于
1月2日全面实现线下复课复学。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静）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以来，灾区情况时刻
牵动人心。为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青运集团
积极行动，联合国鸿氢能科技有限公司、西宁生
物园区管委会、青海贤通商贸有限公司向受灾的
联点帮扶村民和县马营镇朱家山村伸出援助之
手，捐赠总价值近10万元的抗震救灾应急物资。

2023年12月28日，在朱家山村广场举行的
捐赠仪式上，青运集团向朱家山村捐赠了3万元
的抗震救灾备用金。此外，国鸿氢能科技有限公
司、西宁生物园区管委会捐赠的价值 5 万元被
褥、棉衣、煤等救灾物资，青运集团、青海贤通商
贸有限公司捐赠的价值2.09万元方便食品及蔬
菜等救灾物资悉数运抵朱家山村。“经我们驻村

工作队排查了解，朱家山村231户家庭、969人生
活生产受到地震影响，这次送来的物资也是为了
帮助受灾群众在寒冷的冬天渡过难关。”青运集
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2023年12月20日，青运集团主要领
导带队，已向民和县马营镇朱家山村捐赠总价值
6万元的米、面、油等物资840箱（袋）。此次地震
发生后，青运集团扛起国企责任、彰显使命担当，
各方力量火速驰援救灾一线，与灾区群众并肩战
斗。截至目前，已先后紧急调配各类应急保障车
辆44台、投入抢险力量50余人，运送抢险救灾人
员 108 名，运送救灾帐篷、保暖衣物等 41410 顶
（件），装载机、供暖炉、发电机等144台（套），并
倡议党员干部职工捐款13.4430万元。

海东抗震救灾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288小时奋战，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助力抗震救灾彰显国企担当

2023年12月18日23时59分，积石
山 6.2 级地震影响海东市民和县、化隆
县、循化县三县 46 个乡镇 419 个行政
村，其中民和县官亭镇、中川乡，循化县
道帏藏族乡等地受灾严重。

作为兄弟市州，西宁时刻心系着地
震灾区和受灾群众。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全市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反应，根
据各自职责分工，迅速行动，全面做好
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提供医疗救助、进
行消防救援、发放物资、捐款捐物……
形成各方齐抓共管、协同配合、务实高
效的工作格局。

西宁市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时刻关注灾区
群众的衣食住行医，在抗震救灾实践中
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为民情怀，在一桩桩、一件件
服务群众、心系群众的暖心事中，凝聚
起与兄弟市州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强
大力量，帮助灾区群众早日重建家园，
在抗震救灾一线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携手同心携手同心、、海东加油海东加油！！””

灾情就是命令。
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西宁市

迅速行动起来，市委第一时间召开市委
常委会、市政府紧急召开应对地震灾情
视频调度会，安排部署震后灾情排查和
隐患问题排查整治等工作。

迅速召集应急、商务、民政等部
门，积极对接海东市政府，紧急调运价
值 200 万元的生活救灾物资前往灾区
支援。

2023年12月19日15时，多辆装满
抗震救灾物资的车辆从西宁出发，车身
横幅上标着“山水相依 守望相助”等字
样，充分彰显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的精神。当日 19 时许，8 车、30 人组建
的物资援助队伍到达海东市民和县中
川乡。此次，西宁市委市政府援助海东
市受灾群众棉被、帐篷、取暖设备等救
灾物资1934件（套）和矿泉水、方便面等
生活物资3943件。

灾区临时安置点上群众的被子暖
不暖和、有没有电热毯、燃煤够不够、
能不能喝上热水？老人的常备药，孩
子的尿不湿、奶粉充足不充足？遇难
者家属还需要哪些帮助……作为兄弟
市州，要把能想到的都想到，把该做的
都做到位。

同时，西宁市应急部门调拨灾区紧
缺的安置、照明、取暖设备等生活救灾
物资，其中折叠床 100 张，20 平方米帐
篷25顶，帐篷照明系统25套，多功能棉
大衣 100 件，被褥、三件套枕头 460 件，
照明灯塔4台，立式燃气取暖炉150套，
燃气罐150台等。

2023 年 12 月 29 日，1000 万元西宁
市捐款送抵海东市，与其一道送来的
还有西宁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信心
和决心。

凝聚抗震救灾强大合力凝聚抗震救灾强大合力

时间就是生命。
救援灾区，西宁义不容辞，全市各

级各部门共同行动，展开了一场生死时
速的救援行动——

地震发生后，西宁市消防救援支
队快速响应、闻令而行、星夜奔赴，迅
速集结1支重型地质灾害救援专业队、
1 支通信保障分队、1 支战勤保障分队
和应急救援作战指挥力量体系“一部
六组”共 30 台消防车、120 余名指战员
携带 8570 件（套）器材装备和 72 小时
自我保障物资，以最快速度向受灾区
域挺进，全力以赴科学施救，竭尽所能
抢救生命。

救援现场，救援人员的脸被冻得通
红、呵气成霜，但一队又一队的救援人

员毫不间断挺进砂涌深处，一直到深夜
仍在不停地工作，一台台机械、一把把
铁锹为生命接力。救援期间，哪里最需
要、哪里危险最大，哪里就有他们的身
影……

“有你们在，我们心里就踏实”“谢
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们都不知道该
怎么办”……受灾群众简短朴实的一
句句话，让每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热泪
盈眶。

紧急时刻、白衣执甲。
全市卫生健康系统第一时间统筹

全市医疗资源，设立医疗卫生机构16支
272人的应急救援队伍，救护车30辆随
时待命，并预留部分临床科室床位，做
好应对医疗救援各项准备工作。

以最快的速度开放绿色通道，保
障所有伤员“应收尽收”，选派市第一、
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骨科、普外
科、神经外科等 16 名专家成立医疗救
治专家组，承担专家会诊和医疗救治
工作。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第二人民
医院、市第三人民医院陆续接诊地震
伤患，集中收治伤者，全力做好医疗救
援保障工作。

“我的家没了，但是在这里治病，让
我们感受到了家一样的温暖。”在西宁
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的灾区伤者家属
含着泪说道。

对于这名地震中年龄较大的伤员，
医护人员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料，擦拭
身体、换药、喂水、喂饭……“阿姨，要喝
水不？”“您要吃点东西，伤口才好得
快。”在病房里，医护人员亲人般的关怀
和照料，让老人在伤痛中得到了些许心
灵的抚慰。

截至2023年12月29日18时，西宁
市共救治灾区伤员13人，其中，12人在
院救治，1人治愈出院。目前，住院伤员
最大年龄81岁，最小年龄32岁，多以骨
折、全身多发伤为主，所有伤员病情均
平稳。

同舟共济同舟共济，，一股股暖流汇聚一股股暖流汇聚

地震发生后，西宁市红十字会迅速
行动，各救援力量纷纷赶赴一线投身应
急救援工作，西宁爱心企业和人士也纷
纷行动，通过捐款、物资捐赠等多种方
式，支援救灾一线。

在党委政府带领下，全市各人民团
体和群众团体的广大干部职工，尤其是
党员积极行动起来，纷纷慷慨解囊，主
动捐款捐物，以实际行动驰援灾区，帮
助支持受灾群众渡过难关。

“我想为地震灾区献一点爱心。”
“看到那么多的人一瞬间就失去了家
园，我也很难过。”每一笔捐款，都凝聚
着一片深情。人们用最朴实的语言表
达着共同的心愿：多捐一点钱，用自己
微薄的爱意，抚慰那些遭受创伤的心
灵，让他们重新拥有一个温馨的家。

2023 年 12 月 22 日一早，西宁市红
十字会组织青海可可西里实业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将 68 箱 1360 袋价值 46800
元的“爱心”水饺送到民和县中川乡灾
区群众的手中。

截至2023年12月24日24时，西宁
市红十字会接收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
宁波先锋中央电暖科技有限公司、陕西
和睦腾达商贸有限公司、青海可可西里
食品有限公司、青海之也科技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青海黄河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等多家爱心企业捐赠物资总价 162.05
万元，接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及爱心人士捐款总计382.49万元。

西宁市红十字会表示，将本着公
开、透明、高效的原则，珍惜并妥善用好
捐赠款物，全力支持地震灾区人民渡过
难关。

（记者 张弘靓）

全力以赴驰援灾区

西宁在抗震救灾一线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西宁市生产安全事故及隐患举
报奖励办法（试行）》制定并印发，《办
法》中指出，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
有权向应急管理部门举报安全生产
事故隐患、非法违法行为和瞒报、谎
报事故，举报内容经核查属实的，给
予举报人行政处罚金额15%的奖励，
最低奖励1000元，最高奖励30万元。

举报方法一：扫微信二维码。
举报方法二：信访举报写信至西

宁市应急管理局（西宁市城西区水务
大厦九楼），电子邮箱：xnsawb@126.
com。

举报方法三：电话举报，安全生产
举报投诉电话：0971-12345；西宁市应
急管理局值班电话：0971-8230155。

安全生产违法违规举报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