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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甸地震灾区大部分公路已经抢通，供水、通讯和

电力保障大规模恢复，受灾群众搜救和安置工作有序进

行⋯⋯在这些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成果中，我们看到

了救援人员专注搜救、攻坚克难的脸庞，看到了志愿者

不惧疲劳、无畏奉献的神态，更有灾区群众面对灾难不

屈不挠、誓不低头的精神。一个个普通人的努力，一点点

平凡的闪光，正在汇聚成战胜灾难的巨大力量。

在这些面孔中，有龙泉镇人马永友，他和老乡们

在废墟中捡了些锅碗瓢盆，寻找到珍贵的水和食物，

挑着担子在尚未畅通的道路上穿行，为救援人员免费

送饭；在这些面孔中，有在安置点也闲不下来的罗别

古村村民周华英，她克服身上的病痛和心中的伤痛，

帮忙做饭、安抚同胞；在这些面孔中，还有更多没留下

姓名的坚强的人们：腿上受伤的小伙子对驶过的救援

车说，“去救更需要的人。”面对食物和水却摆手不接

的群众说，“留给更需要的人。”在全国人民心系灾区、

八方支援灾区的时候，灾区的干部群众正迸发出巨大

的能量，顽强不屈、互助自救。

越是危难时刻，就越能彰显中华民族的英雄气

概；越是危难时刻，我们就越团结、越自信、越坚强。

大灾之中这一张张自强不息的普通面孔，更加坚定了

我们战胜灾害的决心，更加激励我们万众一心、共克

时艰。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只要灾区广大干部

群众百折不挠、迎难而上，就一定能够夺取抗震救灾

的全面胜利，早日创造新的美好生活。

平凡闪光最感动
肖 伟

平凡闪光最感动
肖 伟

发放帐篷近 3 万顶

实现应急保障供水

“那天下午，一知道地震，我就赶紧给
村支书打电话。电话打不通，我就急了，
我们几个商量后，急忙往回赶。”张仁侠和
几位同事是昭通市直单位抽调到火德红
镇挂职的新农村指导员，都是共产党员，
张仁侠挂职的村正是火德红镇受灾很重
的李家山村。

8 月 3 日是星期日，张仁侠他们原本
都回到昭通市的家里。昭通水文局的杨
庆华是这个新农村建设指导小组的组长，
他回忆说，“到火德红以后，镇里已经做了
动员，所有工作人员全部到位，我们几个
也听从统一安排到各处去支援。”张仁侠、
王乙鑫、耿先维被分派去清通道路、疏导
受灾群众。“村里已经进不去了，两三个小
时就淹了。整个晚上都不停地听到山体
垮塌滑坡的声音。”张仁侠说，他们 3 个负
责到堵点前方勘察，指挥挖掘机挖开障碍

物。但是 3 日晚上天黑雨大、余震不断，
这个工作很快就进行不下去了。“后来我
们就来回接人，特别是伤员和老人，把他
们都集中到地势比较高的王家村小学。”
天快亮时，3 个人才坐在小学的楼梯上歇
了一会。杨庆华说，“看到受灾群众的样
子，怎么还会想到苦和累！”

杨庆华告诉记者，地震当晚，昭通水
文局的同事作为专家进山勘察堰塞湖情
况。听说杨庆华在镇上负责协调物资，就
问他能否帮着给找个帐篷。杨庆华听了
就去给他们申请，但当同事听说物资紧
张、帐篷可能得从受灾群众的救助物资里
省出来时，说什么都不要了：“共产党员不
能觉悟这么低，哪能住他们的帐篷！”那
晚，完成既定任务后，他们穿着雨衣在山
上站了一夜。

几十公里外的震中龙头山镇，灾情较

火德红镇更为惨烈。整村的老房子一瞬
间全垮了，龙泉村村委会主任邵发平带着
党员骨干组织村民自救逃生，当晚就喊哑
了嗓子。8 月 8 日，他指着安置点背面的
山坡告诉记者，那里是他曾经的家。因为
大片平地不多，他们组织村民把帐篷搭在
了离废墟不远的地方，没想到这里慢慢成
为最大的聚集区。从 8 月 5 日开始，深山
里陆续有村民逃出，来到这里。

“几十公里的大山，有的村非常远，要
走好几天。”邵发平说，“他们到这里时都
是又饿又渴又累，怎么能不给他们吃的喝
的，怎么能不让他们住！”安置点不断膨
胀，各种物资总是不够用。食堂每天早上
八点到晚上十点都在煮饭。邵发平一家
30 多口人，只领了两顶帐篷，其他人挤在
自家的一辆车上过夜。“现在这里不分是
谁家，也不分是哪个村来的，都是互相帮

助，能干啥就干啥。”
在基层党组织带领下，村民们一边等

待救援，一边自救。银屏村王家湾社人员
伤亡虽然不大，但 80%的房子倒了，生活
物资非常紧张。武警交通部队从龙头山
镇向里通路的时候，社长王军国带着村民
向外疏通。60多位村民拿着锄头，轮班挖
了两天，疏通 20 多个堵点，终于在 9 公里
半的山路上清出了一条摩托车道。8 月 7
日路通了！王军国马上带着村民骑着摩
托车到镇上领物资。那天，村里身体好的
小伙一天跑了 5趟。8月 8日，王军国又带
着 12 辆摩托来到镇上。10 床棉被打的
包，一个小伙搬着都困难，一辆摩托车也
就能载一个包。“这么重走山路行不行
啊？”“不行也得行！”王军国说，“汽车还进
不去，只能靠摩托。无论如何先得保证老
人小孩，大人还能扛一扛，他们不行！”

地震发生后，他们挺身而出——

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就是主心骨
本报特派记者 乔申颖 张 忱

本报云南鲁甸 8 月 9 日电 记者周斌

从 9 日举行的云南省昭通鲁甸“8·03”地
震抗震救灾第十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地震形成的牛栏江红石岩堰塞湖目前总
体安全可控。通过工程应急排险处置体
系和群众转移避险措施体系相结合，应急
处置效果正在逐步显现，已妥善转移群众
8100 多人，进入堰塞体的公路与水上交
通正在打通，堰塞体从 9 日起全面展开
施工。

据通报，地震造成牛栏江红石岩两岸
山体发生塌方形成大型堰塞湖，堰塞体位
于红石岩水电站取水坝下游600米。堰塞

体方量约1200万立方米，直接威胁下游沿
河的鲁甸、巧家、昭阳三县（区）10个乡镇、
3万余人、3.3万亩耕地，以及下游牛栏江干
流上天花板、黄角树等水电站的安全。

云南省水利厅厅长陈坚介绍，为有效
实施堰塞湖应急排险，国家防总、水利部、
省政府及时组建了堰塞湖排险处置指挥
部，堰塞湖应急处置分为应急处置、后续处
置、后期整治三个阶段，目前堰塞湖处于应
急处置阶段。

“工程应急处置体系，包括在堰塞体
顶部开挖 8 米深泄流槽，红石岩电站发电
引水隧洞实施爆破措施增大下泄流量，打

通右岸交通洞作为排水通道。群众转移
避险措施体系，划定了风险区和预警区，
建立了群众转移避险的责任制、预警机制
和风险识别机制。”陈坚说。

目前，通过积极推进应急排险工程综
合措施与顺应发挥自然力量相结合，应急
处置效果正在逐步显现。通过对红石岩电
站调压井实施有限爆破，下泄流量已经从
每秒80立方米增加到150立方米，加上堰
塞湖区域近期没有强降雨，堰塞湖水位已
由刚开始每小时上升 60至 80厘米减缓到
几厘米，堰塞湖水量保持在 5000 万立方
米左右，堰塞湖目前总体安全可控。

牛栏江堰塞湖地区转移8000多群众
险中排险全面施工

本报讯 记者张忱 薛志伟、通讯
员张涛报道：截至 8 月 9 日 17 时，龙头山
镇经西瓜地村至八宝村、翠屏村经西瓜地
村至龙井村、龙井村至西屏村公路已抢
通。至此，震区所有行政村都已恢复道路
连通。

《经济日报》记者9日看到，武警交通一
总队打通龙头山镇至翠屏村和龙头山镇经
西瓜地村至八宝村两条通村公路后，满载
救援物资和人员的车辆一队队通过，龙头
山镇至乐红镇一镇六村约 5 万余名受灾群
众得到及时有效救助。在抢通这两条道路
的过程中，武警交通一总队积极协助转运
伤员和物资，4天里共护送万余人次通过该
路段，抬送伤员和护送老人、小孩 350 余人
次，清理塌方13万余方，排除险情41处。

据悉，此次地震共造成云南省昭通市
343 条公路、349 段、1828 公里受损，其中
严重损毁导致中断 452 条次。经初步统
计，地震造成公路塌方 7022 处、约 2980 万
立方米，路基受损 14 万余米，垮塌挡土墙
2037 处、130644 立方米，护坡 15390 立方
米，损毁护栏 78 公里，5 座隧道局部受损，
49 座桥梁、712 道涵洞受损。目前，翠屏村
经银屏村至西屏村公路还有 6.6 公里正在
抢通中。

据介绍，地震灾区公路抢险保通工作

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主要任务已经从公路
应急抢通逐步转向有效保通和保运阶段。
为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生命线”保障工
作，有序开展灾情评估和灾后恢复重建，
交通运输部要求地方交通运输部门提高
警惕、认真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科学调

度、全面做好灾区公路保通工作。交通运输
部门要会同武警交通部队，做到机械不停、
人员换班，力争以最短时间打通剩余通村
公路；同时要细化灾区公路保通方案，对救
灾物资运输通道，逐路、逐段落实保通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确保“随断随抢、断能抢

通”。此外要在前期排查的基础上，针对受
损严重的路段和构造物，采取必要的应急
加固工程措施，要做好后续跟进应急队伍
动员准备，确保保通工作高效运转。

交通运输部要求，要平稳有序、切实
加强道路运输组织工作。

随断随抢 断能抢通

震区所有行政村恢复道路连通

8 月 8 日 ，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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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摄

8 月 9 日早 6 点，虽然只有很少的
车，但十几位工作人员已经到达鲁甸县
沙坝岔路口交通管制点上，他们分别是
本地交警、彝良县交警和部队代表。

沙坝岔路口是鲁甸县城通往龙头山
镇和巧家县的咽喉之地，震后交通压力
最大。昭通公安局交警支队法制大队长
潘波告诉记者，多亏军地协作和兄弟交
警的支援，才守住这个“生命要道”。

3 日和 4 日这两天考验最大。昭通交
警支队副支队长虎良斌说，“当时在镇上
有亲朋好友的，想去救援的都往这里

涌，人车都堵在这里。”那时候惟一的念
头是，“医生要进去、救援部队要进去”。

道路清通路段越来越多，交警工作
面也越来越大。为补充警力，11 个县区
13 个 交 警 大 队 的 警 力 被 动 员 起 来 。

“2012 年我们彝良发生地震时，也是统
一调度交警去支援我们。这次我们抽调
的都是在上次地震中表现好的骨干，都
有经验。”彝良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宗大
兴说。

8 月 6 日，龙泉河上的钢架桥通了，
灾区急需的物资可以直接从县城运达龙

泉村。但钢架桥最大载重只有 15 吨，大
型车辆无法通过，只能在桥前卸货，再
用小车运进去。空间有限，几辆大车一
停，整个交通就瘫痪了。7 日，第 14 集
团军副军长邓志平亲自上街清理违规停
放的军车，并与地方协调，在河边开辟
了一片新的停车场。从 4 日开始，军地
双方紧密合作，5日起部队还派出专人协
助地方交警管理军车。

8 日开始，灾区物资供应基本满足，
路上车辆大大减少，他们总算有时间稍
事休息一下了。

守 护“ 生 命 之 路 ”
本报特派记者 乔申颖 张 忱

截至9日，灾区基本实现应急保障供水的目标，
22.99万人的应急供水问题得到解决。同时，有19座水
库采取了降低水位运行的措施，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8 月 9 日，工作人员在鲁甸县龙头山镇龙泉村为受

灾群众发放可饮用水。

云南省民政厅不断加大救灾物资调运、发放力度，
截至9日12时，灾区共发放帐篷29948顶，大米664.38
吨，矿泉水105714件等各类救灾物资。

8 月 9 日，鲁甸县龙头山镇龙泉村临时安置点，受

灾群众生活基本得到保障。

医 疗 卫 生 有 保 障
截至目前，卫生计生部门共投入2665名医务人员、

526名卫生防疫人员在灾区开展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灾区无重大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

8 月 9 日，医务人员在鲁甸县龙头山镇的受灾群众

安置点为地震受伤群众消毒换药。

本报云南鲁甸 8 月 9 日电 记者周

斌从 9 日举行的云南省昭通鲁甸地震抗
震救灾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地震诱发了
红石岩堰塞湖、甘家寨、王家坡 3 个特大
型滑坡。截至当日 16 时，国土资源系统
在地震灾区已排查完 98 个行政村，涉及
31 个乡镇，共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 322
处，其中新增 139 处。目前已全部紧急
转移安置受地质灾害威胁的群众。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李连举介
绍，云南地处欧亚和印度洋两大板块的
碰撞结合带，震区位于碰撞带的东侧、欧
亚板块中的扬子小板块内。印度洋板块
向北俯冲挤压作用时刻都在进行，导致
云南地震频繁发生，地质灾害威胁严
重。本次云南鲁甸 6.5 级地震就是因为
板块挤压致使北西向的包谷垴—小河断
裂再次破裂所造成。

根据调查资料，地震前 4 县 1 区（鲁
甸县、巧家县、会泽县、昭阳区、永善县）
共有地质灾害点 1579 个，以滑坡、崩塌
为主。地震发生后，云南省启动地震应
急Ⅰ级响应，并迅速调集省内外 18 个资
质单位，首次使用武警黄金部队的力量，
在震区开展拉网式次生地质灾害排查工
作。云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安排无人驾
驶飞机进行航拍，已完成重灾区拍摄，对
红石岩堰塞湖进行动态拍摄，提供各类
航拍图件 8200幅。

李连举称，目前地震灾区余震不断，
发生高震级余震的可能性较大，又正值
雨季，大雨、暴雨天气时有出现。震后地
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余震或降雨引发
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地震诱发 3 个特大型滑坡
灾区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139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