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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四川省芦山“4·20”7 . 0级强烈地
震进入第四天。对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新华社
记者在前后方进行了了解。

卫生防疫已陆续展开

记者23日在震区看到，震区的卫生防疫工作
已经陆续展开。

23日7时35分，成空野战防疫队从位于芦山
县龙门乡的成空抗震救灾指挥所出发，前往青龙
场、宝盛等重灾区开展卫生消毒防疫工作。

据成空卫生处处长何强介绍，根据汶川地震
卫生防疫工作经验和当前震区气温特点，灭蚊和
及时处理粪便、垃圾是卫生防疫的一个重点。

此外，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23日在芦山
县双石镇建起第一所流动医院，重点解决恶劣天
气可能带给受灾群众的健康和防疫问题。

帐篷问题逐步缓解

记者23日在震区看到，由于交通运输正在逐
渐好转，运进灾区的物资越来越多，头两天问题
较大的帐篷问题正在逐步得到缓解。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23日民政部从合肥、
郑州、南宁等3个中央救灾物资代储库向四川芦

山地震灾区增调3万顶帐篷，帮助做好受灾群众
临时生活安置工作。

此前，根据灾区需求，民政部已从7个中央救
灾物资代储库向四川省调运5万顶帐篷、10万床
棉被和1万张折叠床。

此外，四川省民政厅向灾区调运了省级救灾
储备的1万顶救灾帐篷、10万床棉被和应急灯、方
便食品等物资。据了解，截至22日9时，已有2 . 5
万顶救灾帐篷、13 . 7万床棉被、1万件衣物、7万
件食品、4万件饮用水运抵灾区。

全国各地争伸援手

目前，全国各地都行动起来积极支援灾区，
但由于目前各种信息尚在统计和不断刷新之中，
有关全国支援灾区的全面数字统计还没有完成。

记者从四川省委办公厅了解到，截至22日18
时，中央国家部委、各省(区、市)及国有大型企业
共向四川省表示捐赠现金2 . 165亿元。

据四川省委办公厅相关负责同志介绍，芦山
地震发生后，全国各省(区、市)和中央国家部委、
国有大型企业高度关注，纷纷通过来人、来文、来
电等方式表示慰问，有的还捐款捐物、派出救援
力量大力支持四川省抗震救灾。

地震发生后的72小时是最关键的“黄金救援期”。“把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千方百计救援受灾群众！”

“第一位的任务是救人，有一线希望也要尽最大努力！”党中央、国务院对地震救援高度重视，对灾区人民万分

牵挂。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公安消防、民政、卫生等多方救援力量紧急向灾区集

结，火速展开救援。截至22日12时，参加救援的部队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已达1 . 9万人。

记者了解到，在“黄金72小时”内，人民子弟兵先后搜救治疗群众2800多人，公安消防部队共搜救遇险被困

人员165人，其中生还150人，转移和疏散群众6976人。虽然已经过了“黄金72小时”，救援的各支队伍依旧在进

行挨家挨户的排查搜救工作。

截至23日18时，雅安地震已造成193人死亡、25人失踪、12211人受伤，其中995人重伤。

72小时

生死营救

地震第四天：数万顶帐篷驰援灾区
灭蚊、处理粪便垃圾成为卫生防疫重点

重点解决饮水安全问题
23日，记者在芦山地震灾区采访发现，当前，

大部分受灾群众吃饭、饮水暂时能够克服。但是，
灾区卫生状况仍然亟待改善，特别是饮水、厕所
卫生等问题突出。

在灵关中学集中安置点，有上千群众搭建帐
篷在此居住，但只有教学楼内的几个厕所。由于
无水无电，厕所无法冲洗，遍地流淌着粪便，已经
无法下脚。由于厕所太脏，部分群众还跑到附近

野地、菜地里大小便。
“短期内大家都觉得上厕所这样的‘小问题’

无所谓，但是长期下去是个严重问题。”灵关镇一
名受灾群众说。

芦山地震卫生应急救援前线指挥部指挥长、
四川省卫生厅副厅长张祖芸说，饮水不安全是一
个突出问题，部分群众还出现了腹泻症状，卫生
部门已经组织一台水质检测设备运往灵关镇。

□ 本报记者 李占江 张国栋

23日，因为交通管制，除救护车和运送物资
的军车、芦山本地车辆，外地车辆禁止进入。记者
从雅安多营镇徒步前往芦山县飞仙镇，一路上，
运送物资的大车呼啸而过，记者试图拦截过往的
车辆搭乘，发现车内不是满员就是塞满了物资。
就在即将放弃之际，一辆奔驰轿车从身边驶过，
记者犹豫着招手，对方停了下来，司机短平头，一
双眼睛布满血丝，声音沙哑：“去芦山？上来吧。”

司机告诉记者，他的车之所以是空的，是刚
把来芦山县的志愿者送回雅安。攀谈中，记者了
解到，他叫付中伟，家就在芦山县城。“家里损失
怎么样？”“没得事，人都在。”对方轻描淡写。

后来得知，就在三天前，付中伟还不能接受
家产损失殆尽的事实。他20多岁开始做建材生
意，经过20年的打拼，自己在芦山县城有了三个
大厂房，有了上下四层楼的一幢房子，开着奔驰，

儿子在成都读“贵族”学校。今年，他又投资700多
万元把自己的一个厂房改建为超市，这也是目前
芦山县城最大的超市，刚装修完，准备5月开业。

地震来了，超市塌了，厂房和楼房也都受损，
剩下的除了他的轿车和三辆货车外，还有几百万
的银行贷款。4月20日早晨，看着损毁的厂房和里
面被砸坏的钢材玻璃等货物，这个外人看着很刚
毅的中年男人，不顾别人的拉扯，要冲进去，被制
止后，抱头痛哭。

这时，儿子电话来了。付中伟说他不知道在

电话里都说了什么，只记得自己一个劲地说“没
得办法，没法过了”，只记得儿子安慰他：人还在，
比啥都重要，你要是没了，我和阿妈咋个活法。

付中伟说，正是孩子的话让他突然清醒了。
人在，比啥都强。在查看厂子的工人和家属都没
有问题后，听到满街救护车刺耳的声音，他和工
人跑到附近的县医院帮忙抬伤员，医院没有电，
他开车把医院的备用发电机给拖了出来。

震后头两天，很多物资运送不过来，付中伟
和两个侄儿开着自己的货车，帮助运送物资；救

灾物资没地方存放，他把自己厂房腾出来，买来
帐篷和塑料布，白天帮着卸货，晚上和部队战士
一起看管救灾物资；晚上没电，他又跑到雅安买
了台发电机。部队刚来第一天，看战士们只有方
便面吃，他把自己家所有的大米拿了出来，和妻
子给战士们熬粥。这几天，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进
入芦山，他又喊志愿者来家里吃饭，看到有些志
愿者从芦山县回雅安没车，他就开着自己的车送
志愿者，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看到这么多人在关心我们，自己的心情也
好了很多。”雅安和成都的亲戚几次打电话催他
去他们家，付中伟都拒绝了，他说，别人都来帮
忙，这是他的家，他更不能走了。“今后有什么打
算？”“现在想不那么多，先安置好再说。”“下一步
开展灾后重建，你做建材生意应该比较好做。”记
者安慰他。“我最大的梦想就是重建家园，只要能
把家园建设起来，不赚钱都没什么。”付中伟说。

(本报芦山4月23日电)

一场地震过后，让芦山最大的超市老板从千万富翁到欠债百万

“百万负翁”梦想从头再来

4月23日，在芦山县县城的大道上，路边的两棵树之间，横着绑了一
根粗木棍，用塑料布、破席子围成一个四面透风的简易帐篷。杨能珍和父
母、大哥一家10多口人就住在这里。帐篷内，简易木板上胡乱地堆放着潮
湿的棉被，帐篷外，在一张硬纸壳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免费开水。旁边一
直烧着的煤球炉格外醒目。

杨能珍家三间上世纪70年代建的木质瓦房就在帐篷后边，低矮陈旧。
沿着碎石瓦砾进到她寒酸的旧屋里，里面只有一张床和破旧的衣柜，地震
时，丈夫刚出门，杨能珍和女儿在房间睡觉，三间房瞬间倒了两间，万幸
的是，她们睡觉的那间房只是折断了一根木头，并没有倒塌。“平平安安
就出来了，真是很幸运了。”她笑着说。

杨能珍和丈夫都在附近的工地上做小工，每月1300元的收入。看着来
来往往的救援队员和志愿者，吃饭的时候连热水都没有。“人家来帮我
们，这么辛苦，我烧点水算不得什么。”看着救援人员和志愿者乐呵呵地
拿着方便面，冲上热水，大口大口地吃，杨能珍说，她还会继续烧开水，
直到煤球用光。

小人物的
“大与爱”

在芦山县的每一天，记者都被这群人感动着：他们有抢险救灾的救援队员，有千里驰援的志愿者，但让记者更感动

的，是灾区互相守望相助扶持的群众。

邻里之间，把抢出的大米、豆角放在一起，一起做饭、熬粥，守望相助；“雅安不哭，雅安雄起雅安雄起”，类似标语语随

处可见，让人热泪盈眶；通往灾区的沿途，不断有免费稀饭，免费开水，免费交通，每隔一段路，就会有小学生们对着着过

往的车辆跳着招手、高喊谢谢。

就是这些“小人物”，让人读出“大与爱”，感受到无论灾难多么可怖，总有一种温暖在蔓延。他们让我们相信，只要要

有温暖，只要有危难相济，那些惨烈的灾难、冰冷的伤害与悲痛，终将远去。

杨能珍的免费开水1

□国栋 占江 报道

4月22日，龙门乡红星村，医疗救援人员正

在为村民治疗。

芦山地震救援体现

科学有序高效

4月23日，芦山“4·20”地震进入第四天，抗震
救灾工作中科学、有序、高效救援的特点凸显。

记者23日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获悉，2012
版国家1：5万地形数据库已完成更新，此次更新的
国家1：5万地形数据库部分成果已应用到芦山地
震灾区的测绘应急服务工作中，为灾情评估、决策
指挥、抗震救灾和今后恢复重建提供基础保障和
技术支撑。

为确保抢险救援工作顺利推进，四川省抗震
救灾指挥部22日晚发布通告，从23日起对雅安市
芦山县至宝兴县实行交通管制。交通运输部已下
发通知，要求四川省外的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和有关单位，未经批准暂不组织抢险救灾力量前
往灾区救援。

从北斗卫星到侦察机，从远程运输机到陆航
直升机……在芦山抗震救灾中，解放军初步建成
的空中立体救灾网大幅提高部队抗震救灾效率。

外媒评价中国抗震救灾

应急反应速度
进一步提高

国际社会连日来持续关注中国四川省芦山
“4·20”地震的灾情进展和救灾努力，并对中国政
府和民间的救灾举措给予积极评价。

美国《休斯敦纪事报》报道说，汶川和玉树地
震以来，救灾反应已被视为对中国政府执政能力
的一种检验。芦山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采取的救
灾行动不仅显示出中国救灾反应速度进一步提
高，而且救灾措施覆盖面更加广阔。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说，中国救援人员
显然已从2008年5月发生在汶川的那场地震灾难
中获得了很多经验，这让此次救援显得有条不紊。

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说，尽管此次地震规
模小于五年前汶川地震，但是中国政府迅速启动
一级响应机制。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经历灾难磨砺的
社会比以前更加强韧与沉着。经过汶川地震、青海
玉树地震洗礼，加之舆论对2011年日本海啸后日
本媒体职业操守的观摩，中国救灾工作出现了更
专业、冷静与自制的精神追求。至今的各种迹象也
显示，中国民众对国家救助体制富有信心。

■芦山地震微博选

震区的每个角落

都有美丽的故事

□记者 李 勇 报道
受灾群众在帐篷外守着电视机关注灾情。

【博文】1元硬币1715枚，5角硬币501枚，1
角硬币7枚，南通“磨刀老人”吴锦泉，21日将
两年来磨刀积攒的零钱捐献给雅安灾区，经清点
共计1966 . 2元。生活拮据的他，却曾将自己辛劳
所得的一枚枚硬币无私捐献给灾区和福利事业，
2008年以来，已累计捐款23392 . 2元。

【跟帖】@shelly溱：这才是真行善，纯粹的
善人。

【博文】【地震宝宝汪禹震生】这是震后出
生的又一位地震宝宝——— 汪禹震生。地震发生
时，在芦山县城准备生产的张敏正在接受胎心检
查，无奈之下她只能在露天空地生下女儿，当晚
这对母女被送到雅安解放军三十七医院临时救治
点，母女平安。父母根据家族字排，给孩子取名
汪禹震生。

【跟帖】@话痨ZS：生命的诞生是对逝去最
好的安慰，愿小宝宝一生平安，开开心心！

【博文】【一名中国联通工人在宝兴县抢修
线路时从5米高电线杆上摔下】记者在宝兴县人
民医院看到，一辆救护车将一名摔伤病人紧急送
进抢救室。据介绍，这名伤者是中国联通派往宝
兴抢修线路的工人，在抢修电线时从5米高电线
杆上摔下。目前没有生命危险。抢险救援一定要
保护好自己！

【跟帖】@行者黄晶：祝福早日康复，一定
要注意安全。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4月23日电）

□ 本报记者 张国栋 李占江

芦山县路边，当地小学生用标语表达他们对救援队伍的感谢。 □国栋 占江 报道

地震之前，他是芦山县城无人不知的人物、有钱人，资产上千万。一场地震，让他的大部分

资产化为乌有，只留下几百万元的银行贷款。灾难面前，这位名叫付中伟的44岁汉子曾在众人面前

放声痛哭；擦干眼泪后，他把自己的厂房腾出来，免费存放救灾物资，并义务运送到芦山的救援人

员和志愿者。他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重建家园。

2

杨能珍在烧开水。

钱大爷在劝说黑摩的。

灾区三日，让记者记忆最深的，还有庐山县城76岁的钱大爷。每天采访
完，记者都要从芦山赶回雅安发稿，回去的时候，大多要乘摩的。钱大爷就在
这时候来到记者身边，“别坐这些黑摩的，太危险，要价太高，一会有救援的
车，我帮你们拦。”他会直接走到黑摩的司机前面，直接无视对方的黑脸与白
眼：“人家大老远帮助我们的，你们怎么能赚这种钱！”

帮记者拦车的钱大爷

3
家住雅安多营镇上坝村的卢完康这两天很忙，他是不少救援人员和志

愿者口中的“卢叔”。这位年轻时曾在我省莱阳18军当兵的退伍军人，有
一辆旧面包车。这两天，他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把从外地来的救援人员和
志愿者从雅安免费送入芦山县的飞仙镇。

“卢叔”很直爽，脾气也很火爆。有志愿者递来一支烟，他会毫不犹
豫地点上，但若有人提出不能让他受损失，给个“油钱”，他会往外一
指：要给钱你就下去。他说，人家志愿者那么好远的来了，作为当地人，
更应该做点事。记者问他损失了多少，“没多少，几百块钱的油费，算不
了什么，多干几天活就挣回来了。”

其实，卢完康家里也受灾不轻，家里的房子裂开了一个大口子，暂时
不能住。地震前，卢完康做糕点，玉米饼和粗粮煎饼，得知记者来自山
东，他高兴地邀请：“忙完了一定到我家，尝尝我做的糕点。”

直爽的“卢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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