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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新华社四川芦山4月26日电 解放军
和武警抗震救灾部队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
重要指示和中央军委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紧急组织空地力量向灾区运送群众急需生
活物资。

为认真贯彻落实 4 月 23 日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精神，24日，中央军委及时召开电视
电话会议向一线救灾部队传达习主席重要
指示和会议精神，部署进一步做好军队和
武警部队抗震救灾工作。成都军区抗震救
灾联合指挥部迅即行动，针对灾区交通不

便，灾民热盼帐篷、食品、药品等急需生活
物资的情况，立即组织运输力量，采取地面
运输与空中输送相结合方式向灾区运送物
资。24 日，紧急从成都战备仓库调拨 1000
顶军用帐篷，由 13 集团军某装甲旅安排 40
台运输车运往灾区，当晚即送到宝兴县蜂
桶寨、五龙、穆坪 3 个重灾乡镇，并协助地
方及时发送到灾民手中。同日，由该集团
军某炮兵旅安排 40 台运输车承担地方筹
集的 700 顶帐篷、300 套临时厕所运输任
务，由成都新津运往宝兴县重灾区，车队昼

夜兼程，于 25 日 13 时运达。25 日，川藏兵
站部安排 50 台运输车，向芦山县转运方
便面、饼干、帐篷等救灾物资 500 余吨。
两天来，空军某师、陆航某旅出动直升机
29 架，飞行 72 架次，向太平、宝盛、龙门、
双石、宝兴等重灾区空运食品、药品、被
服、发电机等救灾物资 47.8 吨，解决了受
灾群众的燃眉之急，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
群众的普遍赞誉。

下一步，救灾部队将坚决贯彻习主席
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

策部署，把抗震救灾作为当前一项十分重
要而紧迫的工作，继续发扬不怕疲劳、连
续作战的作风，在地方党委政府统一领导
下，急人民群众之所急、想人民群众之所
想，突出抓好安置群众、调运物资、抢通保
通、排除险情、医疗防疫、清理废墟等工
作，千方百计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吃饭、饮
水、住宿和医疗等困难，以更加高昂的士
气、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科学的方法，坚
决完成好后续救灾任务，为夺取抗震救灾
全面胜利作出新的贡献。

军队武警救灾部队紧急组织空地力量向灾区运送生活物资

千方百计解决吃饭饮水住宿医疗等困难

芦山县第一批平价帐篷商店 4 月 26 日
上午开始营业。记者走进芦阳镇迎宾大道
边的一家帐篷商店，货架上摆放着饮料、食
品、洗发水等日常用品，货品齐整、价签完
好。“帐篷昨天才搭起，今天正式开业，你是第
8 个顾客。”在这个占地 10 平方米的小店里，

35岁的店长边上货边招呼着记者。
人称“燕子”的乐洪燕震前就在附近开

着家小商店，地震中超市严重受损。“我们对
小商店有感情，开了 8 年的店被震垮了，我
很心疼。知道我的情况后，供销社主动找到
我，委托我来经营这家店。现在商店急需扩
大品种，不少生活用品还没有。我决心把这
家店一直开下去，等活动板房建好，我要把
店开到活动板房。新房建好后，我还要移到
新房去。”

前行几百米，一家服装摊主正在吆喝。

“今天是我第二天营业，衬衣和短裤卖得最
好。”摊主李继霖告诉记者，为了帮助更多在
地震中遭受损失的乡亲们，小摊全场七折。

需要取钱怎么办？马路对面就有农业
银行流动银行。这家建在面包车上的银行
从早 8 点一直营业到晚 7 点。两个人工窗
口、3台自助取款机，人们在有序排队。

帐篷商店、个体商业网点、流动银行
⋯⋯在芦山县，临街商店陆续开业，村庄也
飘起了炊烟，芦山人的生活慢慢变得有规
律，地震造成的“伤痕”正慢慢“愈合”。

在地震灾区，应急广播声、琅琅读书声、营业网点的叫卖声打动人心——

希 望 伴 着 声 音 传 递
本报特派记者 王 晋 乔金亮

道路两旁一边是高高的大山，还有滚落的巨石，另一边就是翻腾的青衣江。从雅安市一直向西往芦山行进，沿途不断看到各种材质的标

语，“感恩党，感恩祖国，感恩全国人民”、“你们辛苦了，雅安感谢你”、“有全国人民的爱，芦山不再是孤岛”，让人感受到灾区人民的心声。

4月26日，烈日下的芦山县，气温上升到近30摄氏度。县城集中安置了周边乡镇的近10万受灾群众。记者看到，这里已恢复正常的生活

秩序。与送物资的汽车轰鸣声相伴，记者捕捉到灾区一些打动人心的声音，这些声音安定人心、给人希望——

“这里是国家应急广播芦山抗震
救灾应急电台”，下午 1 点，温度不断
升高，帐篷里酷热似蒸笼。在国家应
急广播芦山抗震救灾应急电台的帐篷
里，主持人又开始播音了。

求助信息、捐赠信息、寻人启事、
失物招领⋯⋯只要和救灾有关，应急
电台随时插播；心理抚慰、防疫知识，
邀请专家在帐篷里一一解读；救灾进
度、防灾要点，当地政府部门官员轮流
发言。

“这是国家应急广播体系第一次
实际运行，具有首创意义。在玉树地
震时，我们搞过应急广播，用大喇叭，
内容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
播。这次不一样，所有内容都是灾区
本地的，针对芦山本地播出，播音覆盖
芦山县。昨天，我们在宝兴县也开通
了当地应急广播。”国家应急广播芦山
抗震救灾应急电台负责人温秋阳告诉
记者，“灾区群众关心的都是非常具体
的事情，比如哪里领帐篷、哪里领食
品，而不是广而告之的信息。通过开
通应急电台广播，我们搭建起一个互
助平台，一方面可以帮助地方政府传
播声音，另一方面可以替百姓发布求
助声音。”

直播过程中，一位中年人匆匆跑
来。“我叫杨本武，是芦山县龙门乡红
星村村民。在芦山县城当志愿者，我
们自发组织到雅安市打印了 900 元钱
的救灾标语，打车时把标语遗忘在车
上了，能不能广播一下？”

主持人马上把他请进直播间，“我
问你答，你就用雅安方言说。”

走出直播间，杨本武告诉记者，
“我在车上一直在听应急广播，效果
真的还不错，而且因为是滚动播出
的，所以能听得很清楚。广播里播出
了救灾进度、招募志愿者、传播救灾
等很多信息，并且还随时插播求助信
息，效果很好！”

记者了解到，建立统一联动、安
全可靠的国家应急广播体系，已被纳
入我国“十二五”规划，2015 年前将
初步建成，这次在芦山县的新尝试，
将为应急广播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积
累经验。

应急广播声

传播援助信息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在安置点，西南财经大学大三学生黄晨正站
着给 11 个孩子上语文课。旁边的空地上，
施工人员正开动推土机平整土地，准备搭
建板房，噪音不小。他提高声音讲课，孩子
们坐在小课桌前，认真听讲。在讲解了古

诗的含义后，黄晨问：“你们能否就这首诗
写出优美的故事？”孩子们纷纷埋头写起来。

下一节课，黄晨准备让孩子们写篇作
文。趁着课间，他坐到一边掏出手机备课，

“多亏通了网络，说实在的，小学语文我能
辅导，但要想在很短的时间里，把精华教给
孩子们，还真得上网查一下。”他键入“小学
生优秀作文”关键词，把一些排比句抄在本
子上。

一旁的李卓正在抓紧备化学课，他笑着
说，“前几天我教高中初中语文，今天打算开

化学课。昨晚，我们还在路灯下备课。”
西南财大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简勤老师

说，他们是西南财大派出的第二批志愿者，
这批来了 19 位学生 3 位老师。地震发生后，
同学们踊跃报名，有 3000 多名学生报名。
这些帐篷白天是学校，晚上就是他们的住
所，帐篷学校分学前部、小学部、初中部、高
中部 4 个部分，目前报名的孩子越来越多，
有 184 人。志愿者们都是 80 后、90 后，通过
服务灾区，他们感受到灾区孩子对知识的渴
求，对自己也是很大的鼓励。

琅琅读书声

传递未来希望

网点叫卖声

传送市场信心

本版编辑 韩 叙 梁剑箫

房屋倒塌比例降低

国内外有个共识，90%以上的人员伤亡是由于工

程结构物倒塌造成的。这次地震死亡人数相对较少，

正说明房屋倒塌比例降低。鉴于汶川特大地震的经

验，人们在此后修建房屋过程中有所注意，援建房都是

严格按照 7度设防标准设计的。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孙柏涛

断层未穿过人员密集区

一个房子建得再结实，如果穿过断层必定被破坏，

汶川特大地震时，断层穿过几个县城。而本次芦山地

震断层没有穿过人员密集区。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孙柏涛

应急处置快速到位

各级政府各部门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和进行防震

减灾应急演练，使得减灾效果更明显。去年，四川省举

行全省性的防灾减灾大演练，各州市都开展了针对性

演练。所以地震发生后，人们应对措施针对性更强。

——中国地震局芦山地震现场指挥部副指挥长
吕弋培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刘松柏整理）

芦山地震伤亡人数
为何相对少

本报北京 4 月 26 日讯 记者冯其予

从交通运输部获悉：截至 4 月 26 日 16 时，
灾区所有国省干线公路、县乡公路、通村公
路全部畅通，所有乡镇均可实现两个通道
以上的循环通行，保通保畅工作正常。

交通运输部

灾区所有公路全部畅通

交通运输部

灾区所有公路全部畅通

本报北京 4 月 26 日讯 记者陈郁报
道：四川雅安芦山地震灾害损失评估工作
日前启动。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民政
部国家减灾中心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
组，赴地震灾区实地走访。

国家减灾委等部门

地震灾害损失评估启动

本报北京 4 月 26 日讯 记者黄晓芳

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今日发出紧急通知，
要求四川芦山地震灾区及周边省份价格主
管部门加强灾区价格监管，保证重要商品
供应和价格稳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

保证商品供应和价格稳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

保证商品供应和价格稳定

本报讯 记者江帆报道：地震发生以
后，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雅安市分公司
和芦山县支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共同应对灾情。

中国人寿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启动

▲ 4 月 26 日，帐篷学校里，来自西南财

经大学的志愿者正在为孩子们补课。

本报记者 王 晋摄

▲ 4 月 26 日，帐篷学校里，来自西南财

经大学的志愿者正在为孩子们补课。

本报记者 王 晋摄◀ 4 月 26 日，国家应急

广播芦山抗震救灾应急电台

的帐篷里，主持人正在采访

播音。

本报记者 王 晋摄

本报讯 记者钟华林 夏先清报道：
截至目前，四川省民政厅、商务厅、经济和
信息化委等部门已调拨救灾帐篷 8.7 万余
顶、彩条布 105.6 万平方米、棉被 23.3 万余
床、衣物 2.5 万余件、折叠床 1.07 万余张、食
品约 3393 吨及妇婴用品、雨具、照明设备、
净水设备等生活物资。向灾区发送药品和
医疗器械 5518 件，调配消杀器具 275 台、消
毒剂 22.27 吨。已搭建活动板房 6390 平方
米，有近万平方米正组织调运和安装；运抵
移动公厕 403座、垃圾车 12台。

另据统计，截至目前，中央和四川省紧
急调拨资金 15.1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 10 亿
元、四川省财政 5.1 亿元。此前，四川省财
政于 4月 23日向雅安调拨 12亿元救灾综合
补助资金。

四川继续调拨资金物资赴灾区

绿树掩映的山村里，多了一道亮丽的
风景——一顶顶蓝色的帐篷像花朵一样，
在震中芦山县龙门乡古城村开遍。

45 岁的李紫琼一大早就背着大背篓
来到了村委会，她是来将帐篷布背回家
的。她早就找村委会登记好了今天要来
再领一顶帐篷。

在村委会院子内，几十顶帐篷被堆放
在一处，李紫琼径直来到这里，把帐篷布
横放在背篓上一手扶着就往家赶。

“这两天再来领帐篷的人已经比较
少了，我们每家每户都领到了至少一顶
帐篷。今天我是来给家里的老人领的，

想给他单独搭个帐篷，让他生活方便点
儿。”缓缓的山道上，李紫琼一边慢慢走
着一边向我们介绍。

在古城坪上，李紫琼家的白房子向着
进村的水泥路倾斜，院坝内一道巴掌宽的
裂口仿佛在诉说地震当日的情况。李紫
琼的公公张大爷正坐在院子一角剥着刚
割回家的豌豆。

“家里还有余粮，吃饭不愁问题。地
里也有菜，简简单单的生活可以过得起
走。最心痛的就是半辈子的积蓄都用来
修房子了，现在地震以来，就啥子都没有
了。不过只要人还在，就还有希望。”李

紫琼说。
“这不，我老公今天看家里收拾得差

不多，这两天路也通了，就又坐车回大邑
打工去了。我知道，他想早点回去挣钱，
这样就可以早点把家重新建起来了！”李
紫琼笑着对我们说。

李紫琼的家只是古城村的一个缩影，
沿着环村的水泥路，我们来到了张家大
院。从山里引来的山泉水缓缓地流进院
子里的水缸里，张光恩正用这水烧着开
水，而他的老婆则在为全家人洗着衣服。

“专家已经来给我们检测过水了，说
是没得问题，这几天我们的生活用水都是
用的这个。”张光恩说。

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的叔叔袁国
冲则扛起钢钎往外走，他要和几个侄孙去
维修屋后的水沟。地震将山上的土石震
了下来，正好堵住了张家大院的排水沟，
眼看着雨季就要来了，趁现在家里人多，
袁国冲要去把它修一下。

早 日 重 建 家 园
本报特派记者 夏先清 代 玲 刘松柏

与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相比，此次芦山地震伤亡
人数大幅度下降。这样的成绩是怎样取得的？又有哪
些因素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