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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昆明 10 月 8 日电 记者周斌报
道：据初步核实，云南景谷 6.6 级地震
已造成景谷县 1 人死亡、323 人受伤，
其中重伤 8 人。景东县、镇沅县和思茅
区也有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

地震发生后，云南各级政府全力组
织抢险救援。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做好
公路、通信、电力、自来水等保通工
作；快速调配救灾物资，普洱市财政及

时安排救灾应急资金 1000 万元，9日之
内下拨到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积极
指导灾民通过搭建帐篷，组织灾民自建
临时抗震棚、投亲靠友、转移到安全的
村委会和学校及县城安置等方式，解决
灾民临时避险安置问题；抢通保通基础
设施，各部门及时采取各种有力措施，
组织抢修队伍投入交通、供电、通讯、
供水等工程保通工作，全力恢复地震灾

区的配套基础设施，确保救灾物资的调
运和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切实稳定群
众思想情绪，积极引导干部群众不信
谣、不传谣，有效遏制了谣言的发生和
传播，起到了正视听、安民心的良好效
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严防次生灾
害发生，针对灾区山高坡陡，强震之后
极易发生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为此，
普洱市组织市地震局、气象、国土等部

门加强监测预警，全力排查隐患，对重
点地段进行严防死守，全面开展灾后疾
病预防和控制工作。

目前，灾区通讯基本有保障，供
水 、 供 电 、 交 通 等 受 损 设 施 正 在 抢
修，抗震救灾应急抢险工作正紧张有
序开展，灾区群众情绪稳定，社会治
安平稳，具体灾情还在进一步调查核
实中。

云南景谷震区救灾有序展开
具体灾情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

本报讯 记者曹红艳、通讯员银军

报道：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县发生 6.6 级
地震后，驻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星夜驰援灾区，投入抗震
救灾。

成都军区7日22时紧急召开地震灾
情研判和任务部署会，迅速展开救灾工
作。震后 20 分钟，普洱军分区集结景东

县、景谷县和宁洱县3个民兵应急分队和
机关直属队共 340 人赶往震中；震后 30
分钟，第 14 集团军地震应急救援队 200
名官兵携带挖掘设备、生命探测仪等救
援器材赶往灾区；震后 70 分钟，第 14 集
团军某旅451名官兵携带野战照明、土木
工具等装备赶往灾区。同时，成都军区第
62医院首批30名医护人员赶赴灾区。23

时许，成空某雷达旅第一批 35 人先头部
队抵达灾区永平镇展开救援。23 时 30
分，第二炮兵某部 100 余名官兵开赴灾
区一线。武警云南省总队 1000余名官兵
从不同方向紧急赶赴震中。

救灾中，参战官兵昼夜奋战在抗震
救灾第一线，先期担负搜救受伤和被困
人员，转移受灾群众，抢运受灾物资等
任务。

截至 8 日中午，武警官兵共进村入
户排查 4 个村民小组 269 人，搜救被困
群众 7 人，转移受灾群众 360 余人，救治
伤员 26 人，搬运受灾物资 200 余件，搭
建帐篷 140 顶，抢通道路 1000 余米，排
除险情 8处。

驻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紧急驰援灾区

本报北京 10 月 8 日讯 记者陈郁

报道：针对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
自治县地震，国家减灾委、民政部紧急启
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
紧急赶赴灾区，协助和指导做好受灾群
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根据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经验模型
估算，震中海拔约 1500 米，距离景谷县
驻地约 24 千米；距离景谷县永平镇、钟
山乡、威远镇驻地分别约 11 千米、23 千
米和 24 千米。初步判断，此次地震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的可能性不大，可能造成
超过 3 万间房屋倒塌和严重损坏，约 20
万间房屋一般损坏。

本报北京 10 月 8 日讯 记者黄鑫

从工信部获悉：截至 10 月 8 日 14 时，云
南景谷县 26 个退服基站及 1 处本地网
光缆断点已恢复。目前灾区通信保持平
稳，无话务拥塞现象。

据统计，通信行业共出动应急通信
保障人员 569 人次、应急通信车辆 149
台次、油机 302 台次开展应急通信保
障。当地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在全力抢通
通信的同时，为国家地震局紧急开通一
条 100M 指挥专线，为普洱市政府指挥
中心提供 10 部指挥固话，为救灾部队开
通 32 条应急电路，有力保障了抗震救灾
指挥部及抢险队伍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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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10 月 8 日拍摄的

景 谷 县 永 平 镇 临 时 安

置点。

10 月 7 日，云南省普

洱市景谷县发生 6.6 级地

震。记者 8 日在景谷县永

平镇一处临时安置点看

到，部分受灾群众已得到

安置。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受灾群众得到安置

“见面唠几句就知道是我
们东师的学生。”东北师范大学
党委副书记王延这样表述东师
人的特征：朴实的作风，扎实的
基本功，做事严谨，三句话不离
本行。

建校于 1946 年的东北师
范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
建立的综合性大学，原名东北
大学，后改为师范院校。位于
校西门花坛内的校训石格外引
人注目，“勤奋创新 为人师
表”八个大字苍劲有力。

王延告诉记者，1993 年，
学校在师生中开展了校训征集
活动。全校师生积极参与，提
出了几十个方案，“勤奋创新
为人师表”校训是集思广益的
结果。

这八个字虽然朴实无华，
但内涵深刻，是全校师生的共
同价值认同和追求。校训精神
薪火相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东师人。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
长柳海民教授说，校训精神是
一所大学一贯秉承、践行的，能
充分彰显学校追求的教育观、
价值观、育人观。校训一旦确
立，将会陶冶每个学生，让他们
朝这个方向去修炼、去发展，从
而形成一种集体人格。

东北师大始终高扬为基础教育服务的旗帜，理论与
实践高度融合的办学模式一直是东师的特色。东师校
友、东师附中语文教师孙立权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他还
在师大中文系读书时，一堂写作课前，授课的刘老师一路
小跑进课堂，额前都渗出了汗珠。进了教室，刘老师就赶
紧看手表，然后长吁了一口气说，还好，还差 3 秒钟上
课。这件事让孙立权印象深刻，刘老师给他们上课总会
提前到课堂，只有那一次是差点儿迟到。所以，在孙立权
当老师后，也从不迟到。

优良的校风培育代代名师，东师大涌现出了一批又
一批师德高尚的优秀教师，学校被评为全国师德建设先
进集体。全国师德标兵、已近 80 高龄的化学学院王恩波
教授，对教书育人事业有着无限的热爱，至今仍奋斗在科
研一线，已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 100余名。文学院大四
学生李政男对记者说，他虽不是师范生，但受校风影响，
无形中对自己有“范”的要求，“学高为师，师德为范，做到
这一点，就要先行一步，为毕业后的工作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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