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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芦山地震第八天，本报记者在灾区实地调查，探路况、访供水、查电力、问防疫——

一 切 为 了 灾 区 群 众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抢险保供电，一件让灾区群众挂心的
事。手机要充电、夜间需照明，经历了强
烈地震后的暗夜，因为电力职工的奉献带
来光明。在灾区，穿梭的橙黄色卡车上插
着红色的党旗，帮助灾区群众解决供电难
题，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

4 月 27 日上午 9 时，烈日暴晒。国家
电网德阳电业局客户服务中心客户经理班
班长刘硕就带着同事来到芦山体育场安置
点 。 刘 硕 今 年 35 岁 ， 小 伙 子 脸 庞 黑 黑

的，胸前佩戴着鲜红的党徽。
“ 这 几 天 灾 区 的 供 电 已 进 入 保 通 阶

段，昨天我们还在架线安灯，从今天开
始，我们要对所有安置点的用电情况进行
一次全面的梳理和检查。”刘硕说。

在芦山电力公司员工简培军的引导
下，小分队走进芦山县最大的安置点——
芦山县体育馆，这里安置了近 1500 人，
帐篷成片联排。刘硕拿着一份灾民安置点
供电信息统计表，与工友们认真地检查着

帐篷里的电线、插座，“这个电灯不能进
帐篷，只有公共区域和我们设好的手机充
电电源可以进帐篷；电线上不能晾晒衣
服，会把电线拽断⋯⋯”他们随时纠正一
些不规范的地方，还耐心地给大家解释。

钻过一排排帐篷的固定绳，踩着树枝
碎石进入已裂缝的房屋，攀上高高的石头，
在烈日下巡查，我们早已满头大汗。但刘硕
他们毫无倦意，不放过任何一个隐患，有时
还要倾听受灾群众的呼声，如果满足供电

条件，就及时登记，约好尽快解决。
地震发生后，国家电网四川德阳电业

局快速反应，当天就派出两批应急救援队
伍，前后派出 5 批工作人员奔赴灾区，有
近 211名员工奋战在灾区一线。

记者了解到，截至 4 月 27 日下午 18
时，国家电网对地震造成停运的 34 座 35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已恢复 28 座，已恢复
停运的 264条 10千伏及以上输配电线路中
的 244 条 ， 已 恢 复 巡 查 发 现 线 路 倒 杆

（塔） 的 102 基中的 73 基。目前已对所有
共 57 个指挥场地、59 个临时医疗点和 23
个医疗机构供电；对芦山、宝兴、天全和
雨城的 7 个在地震中停电的自来水厂恢复
供电；对芦山、宝兴、天全 6 所复课学校
恢复供电；对政府设定的 12 个集中安置
点和 423个受灾群众临时聚集点供电。

保供电

为 重 建 打 基 础
本报特派记者 王 晋 代 玲

4 月 27 日 11 时 13 分，距离宝兴县城
约 5 公里的老关口处，碎石夹杂着尘土，
从近于垂直的山坡上倾泻而下。碎石击打
着正在架设的钢棚，嘭嘭作响。

在大约 500 米开外，四川路桥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甘洪，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
塌方处，一边拿着对讲机指挥着作业，不
时地提醒作业员要注意危险。在甘洪的身
后，也就是老关口往芦山方向，等待通过

的车队至少延伸到 1500米以外。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11 时

51分，钢棚安装完毕，浩浩荡荡的车流向
宝兴县进发。

“抢 通 难 、 保 通 更 难 ， 畅 通 难 上 加
难。”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
计 研 究 院 总 工 程 师 庄 卫 林 感 叹 。 他 解
释，从芦山到宝兴，特殊地形，上面是
高坡，下面是河流，震后的山体松散，

在余震、降雨、大风的影响下，极易形
成飞石和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救
灾车辆损失。

为确保国道 210 线的通行。四川路桥
将 省 道 210 线 芦 山 至 宝 兴 段 分 为 三 段 ，
设 立 了 3 个 突 击 队 ， 在 10 个 重 点 坍 塌
区 ， 设 置 瞭 望 哨 ， 共 配 备 60 余 台 挖 掘
机 、 推 土 机 等 专 业 机 械 ， 安 排 人 员 值
守，并抢抓时机加快拓宽双幅路基，提

高道路的通行能力。
在小鱼溪瞭望哨，四川路桥第三突击

队队长王保祥和安全员王永生正站在塌方
点两侧，指挥着车辆通行。相比于老关
口，小鱼溪在经过一次大的塌方之后显得
比较平静，记者看到只是偶尔有小的碎石
滚落。

王保祥告诉记者，碎石滚下来，由于
难以判断方向，对于过往百姓和车辆威胁
很大。“我们在这里放哨，主要看三个方
面，下雨时，看有没有大方量的泥土滑
下；天晴时，看有没有扬起灰尘；刮风
时，要注意小石头。”

正是他们的专业、经验和敬业，随断
随抢、随抢随通，为畅通灾区生命线提供
了有力保障。

保路畅

用 生 命 护 通 道
本报特派记者 刘松柏

4 月 27 日上午 9 时，记者跟随北京市
国家卫生应急救援队队员肖贵勇来到芦山
中学群众安置点。选择好合适的消毒剂配
比后，大家背起机动喷雾器，开始对区域
内的板房、帐篷、餐饮点、厕所等设施喷
洒药剂消毒。

“安置点每天由专人保证早晚消毒 2
次。”该安置点临时委员会党委书记陈雪梅
告诉记者，随着天气转暖、人员聚集，生活
垃圾增加不少，防疫工作的压力加大。

“现在芦山县大量人群聚集，我们的
任务就是最大限度排除疫病隐患，严防传
染病、食物中毒和水污染事件的发生。队
伍配备了高效率的机动型喷雾器，比手动
型喷施面积大，速度快一倍以上。”肖贵
勇介绍说，在此基础上，每名队员负责一
个安置点，并形成卫生监督工作统计表，
每天下午 4点前报送回指挥部。

上午 10 点，消毒工作完成，肖贵勇
挥手告别时还不忘跟校长杨元明强调，

“活动板房的下水道一定要保持通畅，尤
其是临时厕所一定要注意。”

上午 11 点，灾区卫生防疫应急指挥
部，北京市国家卫生应急救援队队长贺雄
在查看调度的数据。“我们带来了车载移
动生物实验室，能够检测多种病毒细菌，
卫生应急队已完成了对当地腹泻、呼吸道
传染病的检测，目前还没有发现聚集性腹
泻或聚集性发热的情况。”贺雄说，灾区
的疾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不能放松。农

村山区如果暂时饮用山泉或井水，一定要
消毒。

在过去的几天里，国家卫生应急救援
队 50 多名队员足迹走遍芦山县城 20 多平
方公里，对 6 个重点社区、2 个村的 50 多
个受灾群众安置点进行卫生环境学摸排，
会同地方建起医疗卫生防疫点。目前，芦
山县 9 个乡镇、130 多名防疫人员已开始
进村入户消毒防疫。

“一张无形的疫情防控大网已经在芦
山县成功展开。”现场指挥的四川省疾控
中心主任曾华俊表示，目前灾区的卫生防
疫工作重点是开展宣传教育、安置点消毒
和水质监测等。“当前卫生防疫工作还处
于应急状态，防疫人员要将这种应急状态
变为长期状态。对于灾区群众来说，良好
的卫生习惯是健康的基本保障。”

保健康

防 疫 情 不 放 松
本报特派记者 乔金亮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
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 27 日联合发出慰问电，向所有
奋战在芦山抗震救灾一线的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和民
兵预备役人员表示亲切慰问，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慰问电说，你们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
主席决策指示，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大力发扬能打
仗、打胜仗精神，全力投入抗震救灾战斗，发挥了生力
军和突击队作用，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誉。

慰问电强调，当前，抗震救灾工作正处在关键时
刻，面临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全体参加救灾官兵和民
兵预备役人员，要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
的决策指示，把抗震救灾作为当前最急迫的任务，继续
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保持旺盛斗志和持续
战斗力，以更加顽强的战斗精神、更加有力的举措、更
加科学的方法，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坚决完成好抗震
救灾的后续任务。

解放军四总部致电慰问抗震救灾

一 线 官 兵 和 民 兵 预 备 役 人 员

本报北京 4 月 27 日讯 记者崔文苑报道：日前，
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就支持四川雅安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有
关税收征管问题发出紧急通知，就做好延期申报、延期
缴纳税款、查补税款滞纳金的加收、欠税核销等工作提
出明确要求。

根据通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因地震灾害不能按
期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
表的，可向税务机关申请延期申报。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因地震灾害不能按期缴纳应纳税款，申请延期缴纳
的，省税务机关可以在一次最长不超过 3 个月的期限内
予以核准。核准延期缴纳税款的期限届满，纳税人、扣
缴义务人因灾情仍需延期缴纳该笔税款的，省税务机关
可依法按次审批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延期期间，纳
税人的应纳税款不加收滞纳金。

税务总局明确灾后重建税收征管问题

帮 扶 纳 税 人 渡 难 关

“有水了！有水了！”4 月 27 日中午，
在芦山县清仁乡大同村 2000 多群众的急
切盼望中，开始供水！

在大同村后沟组取水点，村民张兵排
在队伍的最前面，“断了几天水了。一没
水，什么都不方便！”张兵家有 6 口人，
一天要用将近 50公斤水！

在芦山县清仁乡大同村的山上。从 4

月 26 日早上 7 点到次日中午，经过 29 小
时的集中抢修，清思堰管理所副所长王忠
福带领 20 名村民终于将近 5 公里的供水管
道抢修完毕。“大石头把部分管道砸坏
了 ， 泥 沙 把 管 道 堵 了 。 供 水 池 也 有 渗
水。”王忠福告诉记者，4 月 21 日，他们
派仁加供水站管理员胡德祥等到山上查看
供水站受损情况，发现供水管道需要替换

或维修，并将水质取样及时送到了芦山县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忠福说，现在全县
都在抗震救灾，我们不能等靠要，党员要
带头生产自救。

4 月 25 日下午，维修供水管道需要的
直径 15 厘米、长 6 米的水管准备完毕，并
迅速组织起一支由 20 名党员担当主力的
突击队。26日一早，王忠福就带着队伍上

山了。就在清仁乡大板村、大同村积极抢
修供水管道的同时，清思堰管理所集中了
全县以及来自四川广元市和安徽的数十名
水利干部职工集中抢修。

在取水点，背着背篓、提着水壶排队
接水的群众排了近百米长，芦山县水务局
副局长张伟说，“至少可解决清仁乡上万
人饮水问题。”

截至 4 月 27 日，芦山县城区、农村分
别建成公共取水点 95个和 340个，共解决
9.3 万人的生活用水；宝兴县已恢复全县
共 5.08 万人应急供水，恢复人数占受灾人
口的 92.4%；天全县共 12.6 万农村用水人
口受到影响，目前通过恢复抢修，同时调
集消防车临时供水，确保村民用水。

保供水

有 水 就 有 希 望
本报特派记者 夏先清

“阿姨，这书多少钱？”“不要钱，是送给你们的，
每人一本！”“太好了，我要这本，谢谢！谢谢！”

4月 27日下午，记者在芦山县老芦山中学安置点看
到，一个特殊的帐篷书店成了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书
店很简陋，一个简易凉棚里两个横放的柜子做椅子，两
张桌子拼成柜台。帐篷上，“芦山帐篷书店”和“新华
文轩”的字样特别醒目。

一张桌子上摆放着孩子们喜欢的书，另一张放着成
年人喜欢的书，供大家免费阅读。同时送到大家手上
的，还有 3 本小册子—— 《抗震救灾急救手册》、《少年
儿童地震防护手册》 和 《地震灾区卫生防病手册》。

抱着刚领到的 《安徒生童话》，7 岁半的小姑娘范
扬扬笑得很甜美。“妈妈从小让我看故事书，我很喜
欢读书。地震后，家里的房子塌了，我喜欢的书都压在
里面了。”小姑娘稚声稚气地说。一旁的同学插话说，
大家都领到小册子了，从里面学到了防地震的知识。

看着孩子们的笑脸，新华文轩芦山店店长兰亚伦
说：“这个帐篷书店就是给大家提供读书的场所，尤其
是娃娃们，看书能学习知识。”这个书店是 4 月 25 日开
的，他们冒着危险从门店里抢出来一些书，新华文轩出版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又从成都紧急配送了 1 万元的图书，
赠送给孩子们。该公司下属的四川出版集团还紧急赶印
了 15万册抗震救灾、防灾防疫的小册子，免费发放。

书店开起来，孩子们特别欢迎，每天都聚集在这里
看书，让阅读冲淡受灾的焦虑恐慌。

帐 篷 书 店
本报特派记者 王 晋

①① 4 月 27 日，水利部门干部职工正在抢修受

损水管。 本报特派记者 夏先清摄
② 4 月 27 日，四川举行悼念仪式，哀悼芦山

地震遇难同胞。 本报特派记者 乔金亮摄
③ 4 月 27 日，在距宝兴县约 5 公里处的老关

口，四川路桥第三突击队抢建钢棚。

本报特派记者 刘松柏摄
④ 4 月 27 日，国家电网德阳电业局员工刘硕

（右）在灾区集中安置点巡查。

本报特派记者 王 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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