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震无情人有情 昆仑山下有大爱

———新疆于田地震灾区抗震救灾工作综述

２

月
１２

日，新疆于田县发生
７．３

级地震，举国关注。地震发生后，党
中央高度重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统一指挥，各种应急救援力量星夜
赶赴灾区，当地各族干部群众奋起
抗灾。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目前灾区应急救援工作已经结
束，没有人员在地震中伤亡，灾后
重建也将在开春后全面展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新疆于田
县
７．３

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作出重
要批示。习近平指出：“于田强震发
生后，在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和
有关方面支援帮助下， 救灾工作有
序开展。 此次地震造成损失虽不太
大，但由于震区属高海拔地区，自然
条件相对较差，各类基础设施薄弱，

农牧民住房、吃水、冬季取暖等生活
方面困难不小， 抗灾救灾和恢复重
建会有一定难度。 这里又是少数民
族居住地区， 加快这一地区的重建
和发展对于改善民族地区生产生活
条件、 提高少数民族同胞生活水平
意义重大。对此，中央和自治区要高
度重视，着眼当前和长远，科学制
定恢复重建和发展规划，切实加大
支持力度，加快建设步伐，确使这
一地区各族同胞特别是受灾群众
能够看到变化，感受到温暖。”

灾情就是命令
各方紧急驰援

２

月
１２

日
１７

时
１９

分， 和田地区
于田县发生

７．３

级地震。 地震涉及
新疆于田县、民丰县、策勒县、洛浦
县、和田县、和田市、墨玉县等

６

县
１

市的
４４

个乡镇（街办）和牧场，受灾
群众达

４５

万余人，造成大量老旧房
屋和畜圈倒塌。

地震发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
第一时间对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要求当地和有关部门抓紧核实
灾情，搞好应急救援，加强震情监
测，最大限度保障各族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地震发生
２０

分钟后，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
贤即对救灾工作作出安排，随即主
持召开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紧
急会议，要求相关部门立刻行动起
来开展救援工作，做好灾区群众生

活安置， 确保灾区群众有衣穿、有
饭吃、有医看、有住处。

灾情发生后，新疆民政厅于
１２

日
１８

时启动三级救灾应急响应，第一批
及第二批救灾工作队连夜赶赴距震
中直线距离约

５０

公里的阿羌乡，入户
查看灾情，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当晚
２０

时许，民航总局紧急协
调包机飞往灾区，自治区政府委派
自治区副主席田文率领地震、民
政、卫生、住建、通信、民航、电力等
相关部门人员赶赴灾区。前方工作
组连夜召开会议，决定救援人员与
当地干部混编成三组，

１３

日清晨分
别赴于田县、民丰县、策勒县地震
灾区核查灾情，慰问灾区群众。

武警总部在地震后立即下达
救灾命令，调派武警新疆总队官兵
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武警新疆总队启动抢险救灾应急
预案，

２０

名官兵到达距离震中最近

的阿羌乡皮什盖村，在村委会院内
搭建帐篷；和田地区公安消防支队
迅速启动地震灾害应急救援预案，

协同县政府组成的应急救援队，携
带专业救援设备，率先赶赴灾区阿
羌乡处置灾情；新疆军区陆航旅两
架直升机

１２

日晚抵达和田机场，于
田县人武部

１５

名官兵和
１２０

名民兵

赶到震中地区实施救援。新疆军区
还派出军用直升机，搭载地方水利
局和国土局人员，飞行

８

架次，对阿
羌乡

８

个受灾村及周边水库河流和
地质灾害情况进行了

１１

个小时的
空中勘察。

国家减灾委、民政部紧急启动
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赶赴
灾区，核查灾情，协助灾区开展工
作；国土资源部紧急启动三级应急
响应，派出地质灾害应急专家工作
组于

２

月
１５

日赶赴灾区， 开展地震
引发地质灾害应急现场调查和防
治督导工作；中国地震局紧急启动
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地震现场应急
队于

２

月
１３

日赶赴灾区， 协助和指
导开展地震监测、震情判断、烈度
评定、灾害调查与评估等地震现场
应急工作。

当晚在震中阿羌乡，受灾重点
村村委会的院子里都搭起了救灾

帐篷，房屋严重受损的于田县老城
区

２０

多户房屋坍塌的群众全部被
转移到了帐篷里面。和田地委副书
记、行署专员艾则孜·木沙说，地震
后的第一夜，没有一户农民因为房
屋倒塌而无处栖身，也没有一个群
众因为地震而挨饿受冻。

强震之中无伤亡
抗震安居有功劳

１３

日清晨， 于田县城格外安
静。受灾最严重的老城区内，勤劳
的个体商户已经开始忙活一天的
生意。面对“从天而降”的救援人
员， 老城区居民除了感激之外，还
有些许惊讶。

于田县老城区吾斯塘贝希社
区已经搭建起了

１０

余顶帐篷，帐篷
内的火炉燃得正旺。社区党支部书
记库尔班江说， 整个老城区有

２６０

间房屋受损， 其中
２５

间几乎坍塌。

地震发生后，和田地区、于田县立
即调拨救灾物资到达老城区，在社
区和中学院内搭起了

５０

顶帐篷，房
屋坍塌的居民已经全部安置好了。

由于震中在于田县阿羌乡山区，

记者分别从陆路和空中赶往灾区。飞
机抵达震中上空时，记者看到，乡村
房屋基本完好， 未见大面积倒塌，山
区有山体滑坡的痕迹， 道路基本畅
通，水利设施未见大面积损坏。

在从县城赶往阿羌乡的路途
中， 记者了解到县乡之间的通讯、

道路、电力都保持正常。电信部门
已经连夜在阿羌乡政府建立起了
应急无线网络，供后续赶到的救援
人员使用。

在阿羌乡皮什盖村，记者发现
绝大多数村民都住在早已建好的
抗震安居房里。全村

１８３

户居民中，

有
１８１

户住在抗震安居房， 有的老

房子在地震中垮塌，而抗震安居房
几乎没有受到破坏。 村民库尔班·
哈森家的老房子在地震中坍塌了，

他感激地说：“幸好住进了抗震安
居房， 我们全家才在地震中保全，

真心感谢政府啊！”

“这次强震没有造成人员伤
亡，安居富民工程立了大功。”在灾
区慰问受灾群众的自治区副主席
田文说，今年自治区将为灾区提供
更多富民安居房建设资金和政策
支持，特别要向地震带所在的山区
农牧民倾斜。

记者从新疆地震局了解到，截
至
２

月
２０

日，于田先后发生了
４２００

多
次余震。尽管遭遇

７．３

级强震，于田县
周边地区至今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参与抗灾抢险和现场勘察的
新疆地震局副局长宋和平说，震区
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一是震中位于
４６００

米的高海拔地区， 人迹罕至，

震中
５０

公里范围内无村落；二是安
居富民工程大大提高了新疆广大
农牧区房屋的抗震性能；三是强震
影响区域虽然广泛，但当地居民点
人口相对稀疏；四是当地以农牧业
为主，几乎没有工业设施。

爱心汇聚昆仑山下
团结一心抵御灾害
灾情发生后， 于田县

４００

余名

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工作，加上各方
驰援人员，约有

２０００

多人在震区抗
震救灾、服务群众。

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阿羌乡
党委书记冉崇高就紧急动员，将乡
村干部和基层党员分派到

１０

个行
政村， 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工作，并
对灾区情况进行摸底，核查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情况。

流水村村委会副主任牙生·吾
热依木说：“我们村距离乡政府

４１

公
里， 地震发生后， 乡镇干部迅速赶
到，组织村干部挨家挨户了解灾情，

要求每天把村里的灾情给乡政府汇
报一次，并及时送来救灾物资，确保
受灾群众不挨冻，有衣穿。”

排除险情，安置灾民，发放物资，

基层干部连日来坚守在抗震救灾的
第一线。地震发生以来，于田县老城
区街道办事处吾斯塘贝希社区党支
部副书记托乎提汗·买吐热依木就
一直忙于照顾住在帐篷里的老弱病
残人员，她亲自给他们送饭。为了防
止居民取暖煤气中毒，她坚持每天晚
上到各个帐篷查看取暖情况。

于田地震牵动着全国人民的
心，爱心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于田，一
些爱心团体和公益组织纷纷向灾区
群众施以援手。 记者从和田地委了
解到，截至

１９

日下午，和田地区已经
收到社会各界捐款

３１７

万元，一些爱
心团体还派工作人员深入震中，把
温暖直接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新疆民政系统向灾区紧急调
拨救灾帐篷

５００

顶，棉被褥
１５００

套，

棉大衣
１５００

件。当地紧急下拨救灾
应急资金

５４０

万元， 调运救灾棉帐
篷
４０５

顶、 棉衣被
２２８０

套及发电机
等救灾物资，向受灾群众发放面粉
５４

吨、清油
３５５０

公斤、燃煤
６１０

吨等
生活物资。

“被安置的受灾群众不用担心
受冻挨饿，粮食、清油等生活必需品
已经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取暖的
煤炭都分发下去了， 住在帐篷的村
民都可以自己做饭。”于田县委办公
室主任赵淼说， 尽管没有发现人员
伤亡， 但地震造成当地群众财产损
失，灾后重建等任务非常繁重。

记者从新疆地震局了解到，

３０

名地震专家已完成了地震灾害损
失评估工作，民政部门也对这次地
震造成的损失进行了评估。 目前，

灾区帐篷、棉被、大米、面粉、清油、

煤炭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灾区
交通、通信、供电、供水正常运行，

受灾群众生活已经恢复正常，开春
后将全面启动灾后重建工作。

灾区干部群众表示，一定会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全力投入
到抗震救灾中， 搞好恢复重建工
作，加快地区发展，让党中央放心，

让全国人民放心！

（新华社乌鲁木齐
２

月
２３

日电）

□新闻分析

河南富余劳动力数百万 缘何仍然“招工难”？

“双节”过后，劳动力大省河南郑
州汇聚的求职“大军”催生了一年一
度的招聘“大集”。在近日郑州会展中
心举行的一场大型招聘会上， 提供

４

万多个岗位的招聘会现场两天内涌
入了

１３

万人，大多数人没有找到工作
岗位。即便如此，仍有一些企业疾呼
“招工难”。“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
数年，到底谁在“招工难”，招工难在
哪？

在郑州市农村人力资源市场的
最近一次招聘会上，熙熙攘攘的人群
里，一家服装企业的负责人刘晓涛却
“干坐了一上午”，“连咨询的也没几
个。”据刘晓涛介绍，他的公司原来在
广东，后来用人成本持续上涨，无奈
之下去年才把厂子搬到了劳动力资
源丰富的河南。刘晓涛的招聘标准很
低，只要年轻手快有体力就行，“但没
想到还是招工难”。

在郑州的数个人才市场，和刘晓
涛一样遭遇的企业主还有一些。来自

周口的一家皮鞋加工厂的负责人说，

因为招工难，企业不得不日益缩小规
模。而在这名负责人的眼里，招工难
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外出的多，能
干苦活累活的少了。”

与正在经历“招工难”的企业主
感受不同，河南省就业工作办公室主
任李甄认为，目前，河南劳动力供大
于求的局面仍未改观，“招工难”并未
缓解“就业难”，反而扩大和稳定就业
的压力正在持续加大。

数据显示，河南全省劳动力总量
约为

６８００

多万，每年城镇需要再就业
的劳动力约为

２３０

万人， 而每年城镇
的新增岗位仅有

１４０

万个， 供给过剩
１１０

万人；而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
４９００

万人，约
１５００

多万人从事农业，富余劳
动力约

３２００

余万， 其中省内转移就业
１５２３

万人，仍有
１１３７

万人不得不到省
外就业， 剩余的

６００

余万亟待转移安
置。这意味着，目前，河南每年过剩的
富余劳动力总量超过

７００

万人。

剩余上百万却招不来一个工？据
了解，在“招工难”的企业中，以纺织、

鞋类、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中小
企业居多。今年

２３

岁的小李正是这类
企业青睐的人员，也曾在服装厂干过
３

个月。他说，“车间温度很高，而且挤
在一起上班，待遇也不高，怎么吸引
到人？现在，这个行业也不景气，很多
都倒闭了。” 在小李看来，“起码得找
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工作。”

对此， 一家纺织企业的负责人
说：“不少求职者挺‘挑剔’，嫌这嫌那
的，觉得基本工资不高。可我们现在
的用工成本已经很高了，再涨的话公
司估计就得关门了”。

河南省人社厅农民工工作处处
长吕志华认为，除了一些技术人才的
短缺外，目前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遭
遇的“招工难”是一种假象，其背后是
廉价用工成为过去时，劳动力成本占
企业成本较高的这类企业“用不起
工”， 同时转型升级不到位。“从这个
角度看，这反而是当下劳动力资源优
化配置倒逼产业升级转型的写照。”

吕志华说。

（新华社郑州
２

月
２２

日电）

于田县阿羌乡皮什盖村村民在购买日用品， 地震受灾群众生活逐步
恢复正常。 新华社发（牟林摄）

2014

年
2

月
24

日（甲午年正月廿五） 星期一
责编：余保钢审读：刘翔组版：邱夏
电话：

6205050

邮箱：

xyrbszbs@163.com

时事新闻

04

社长：钱长琨总编辑：张宗和值班负责人：栗萍值班主任：刘翔（01、04 版） 崔保仓（02、03 版） 社址：河南省信阳市中山路４７ 号邮码：４６４０００ 记者部：６２２５０００ 办公室：６２２１３９５ 读报纠错有奖：6265223 广告部：６２６３９６５ 印刷：信阳日报社印刷厂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４１１５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１ 零售价：1 ．00 元

坚

持

﹃

三

评

﹄

三

十

年

中

原

小

村

现

巨

变

︱

︱

︱

河

南

省

竹

林

镇

坚

持

践

行

群

众

路

线

促

双

文

明

建

设

纪

实

河南省巩义市的竹林镇， 是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无数个由贫困走向小康
的村镇中的一个。

30

年来，在经济社会
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 竹林人还高度
重视环境和资源保护， 成为国家可持
续发展实验区， 并曾荣获联合国改善
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

竹林镇的巨变， 离不开对群众路
线的

30

年坚守。竹林人独创的“群众评
党员、党员评支部、支部评党委”的“三
评”活动，使其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
坚持践行群众路线的发展之路。

坚持“三评”三十年
1982

年以前， 竹林一度出现班子
瘫、人心散、社会乱的现象。看到村里
一些能人去致富， 一些村干部也打起
小算盘，有

3

个支委只顾自己办企业，

8

个生产队长也只顾发展个体经济，党
员会、支部会开不起来。

时任村支书赵明恩召集全体党员
干部和群众代表，讨论竹林的出路。会
议上，大家争论很激烈，原打算只开三
天的会开了七天七夜。 集中群众提出
的
72

条意见和建议， 会议最后形成三
项决议：只顾个人富，不能当干部；党
员干部要集中精力发展集体经济，带
领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 党支部要一
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思想道德建设，

这就是“三评”的开端。

“后来，镇党委又把这种评议活动
进一步完善， 形成现在的‘三评’制
度。”想起当年开会的场景，现年

80

多
岁的李虎山仍然记忆犹新。

“三评”内容涉及范围很广。从关
系竹林发展的重大决策， 到党员干部
的思想作风、 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从
解决涉及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难题，到分
给群众的粮食、物品的数量、质量等。在
评议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的同时，也提出
群众的要求和建议。“三评”是竹林镇党
委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倾听群众意见建
议的有效途径。多年来，上万条意见建
议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每次评议， 党员都要先述职。你
得干出来实事儿，让大家看在眼里。”竹林镇西街居委会第

4

居民组老党员刘茂竹说。 在竹林， 党员干部工作合格不合
格，完全由群众说了算。

“三评”评出的富强之路
竹林在

30

年的“三评”活动中，根据群众意见，出台了一
系列优惠政策，全力支持企业的发展，努力把现有企业做大
做强。目前，竹林拥有

82

家企业，产品横跨
10

多个行业、出口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竹林太龙药业公司还成为河南省医药
行业首家上市企业。到

2013

年，竹林镇完成社会总产值
50

亿
元，比

1983

年增长
2500

倍；财政收入
6900

万元，比
1983

年增
长上千倍；人均收入由

1983

年的
87

元跃升到
26000

元。

竹林水源奇缺，“水贵如油”是老竹林人一直挂在口边的
话。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每年“三评”，群众都强烈要求解决
水的问题，村里先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水窖蓄水，后又从
几十里外的矿区引水， 但都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
求。

2003

年镇里筹资上亿元， 铺设大型管道从
32

公里外引来
黄河水，彻底解决了竹林数百年一直存在的吃水难问题。

1994

年竹林撤村建镇，竹林周边的
8

个村被划给竹林镇管
辖。一些居住条件差的新竹林人，在“三评”中提出要像老竹林
人一样改善居住环境。根据群众提议，镇党委、镇政府筹划建
成了新坛花苑小区， 共解决了

240

多户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

对一些特困户，镇里免费给房，免费装修，连家具、电器都免费
配齐。目前，全镇已建成居民楼近百幢，入住率达到

84%

。

“三评”评出的文明之路
竹林人重教育， 七天七夜会议后第一件事就是集资建

学校，

30

年来，竹林先后兴建了小学、中学、幼儿园，并免除
学生一切费用，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100%

。

竹林人重承诺。

30

年来，群众“三评”提出的意见建议，

镇党委、政府一定会在意见提出一周之内给予答复，承诺给
群众的事一定坚持做到。

“‘三评’是规范党员，咱还有一个评‘十好’，评这十个
好是面向社会，每年要选出几个典型大力宣传，表扬一个要
激励一方；‘三评’是一种监督机制，用来接受群众监督，规
范党员行为，评‘十好’是一种激励机制。”竹林镇党政办主
任、党委委员郭明省说。

竹林的“三评”、“十好”和“孝老敬亲”活动扎根于群众
中间，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风吹进每个家庭和每个社会成
员的心里。

30

年来，竹林全镇无封建迷信，无重大刑事案件，

无黄赌毒……保持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成为河南省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三次蝉联全国文明村镇。以“爱竹林、比贡
献，谋发展、永创业，讲文明、共富裕”为主要内容的“竹林精
神”得以全面弘扬，凝聚起干部群众共谋发展的向心力。

（新华社郑州
2

月
23

日电）

这是
2

月
23

日拍摄的穿黄工程隧洞充水试验现场。

2

月
22

日， 南水北调中线穿越黄河工程两条隧洞开始充
水试验。 本次充水试验将对穿黄工程隧洞结构的安全性能、

衬砌受力和防渗、排水情况及混凝土质量等在充水状态下进
行检验。穿黄工程是通过并排的两条隧洞把中线调水从黄河
南岸输送到北岸，隧洞工程从水下

40

米处横穿黄河，单洞长
达
3450

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的控制性工程。据介绍，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计划于
2014

年
6

月开展全线充水试验。

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隧洞开始充水试验

新疆民丰县叶亦克乡叶亦克村受灾群众正在搭建好的救灾帐篷旁
做饭。 新华社发（许晓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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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２

月
２３

日电近日，大范围雾霾
再次笼罩我国北方一些地区。在希望雾霾“马上
消失” 的同时， 专家提醒不要忘了做好自我防
护。

首先，尽量减少暴露在室外的时间，降低室
外活动强度。 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
人，更应在雾霾天减少室外活动。因为此时容易
因缺氧而诱发心肌梗塞、心绞痛等病。医学专家
建议，当出现中、重度雾霾天气时，年老体弱多
病者应减少外出。青少年体质专家建议，少年儿
童在雾霾天气下应在室内坚持符合其生长发育
需要的体育锻炼。

其次，注意改善室内空气质量。雾霾天气室
外空气质量差，室内空气质量也不能完全幸免。

专家建议，雾霾天气应保持门窗紧闭，以降低空
气污染物从室外到室内的渗透速率， 降低室内
ＰＭ２．５

浓度。 可选择具有品牌信誉度的室内空
气净化器，还可以在室内种植绿色植物，以降低
室内的飘尘和

ＰＭ２．５

浓度。

再次，在不得不外出的情况下，注意加强自
我保护，选择合适的防尘口罩。虽然民用防霾口
罩没有国家标准，市场上口罩质量鱼龙混杂。但
医学专家建议，市民挑选口罩时，尽量选择材质
密实的，以最大限度阻隔颗粒物。同时，要注意

口罩是否有吸附层，吸附层可以将穿透口罩的颗粒物吸附。

最后，注意调整饮食结构。专家建议，雾霾天人们应多饮水，适当
调节饮食，饮食以清淡为佳。缺乏维生素

Ａ

会使呼吸道上皮和免疫球
蛋白的功能受损，容易引起呼吸道感染，因此可多吃富含维生素

Ａ

、

β－

胡萝卜素的食物。食用莲子、百合、排骨汤、银耳羹、鸭肉粥等食
物，具有养肺功能。由于存在个体差异，因此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润肺
饮食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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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曹志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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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李鹏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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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烁

在于田县阿羌乡皮什盖村，新疆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员与解放军战士一起搬运救灾物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