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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中龙头山镇，天气阴沉。 数千名官
兵、志愿者、群众及遇难者家属肃立在龙
头山镇最大居民安置点灰街子帐篷前的
广场上。 感天动地的汽笛声中，大家低头
默哀。 张理的爷爷在地震时不幸遇难，她
眼含热泪说：“爷爷就这么走了，房子也塌
了。 我要帮爸爸妈妈把房子盖起来。 ”

万艳梅肃立在人群中，眼泪滑落。 她
为灾区遇难的群众哀悼，也为在救灾中英

勇牺牲的战友谢樵默哀。与谢樵一起抵达
灾区并肩战斗的万艳梅亲眼目睹了英雄
牺牲的一刻。 连日来，她作为云南公安边
防总队医疗救援队的一名队员，压下心中
的悲痛奔走在灾区巡诊。云南省公安边防
总队副总队长张琪说：“灾难总会过去。我
们会化悲痛为力量，全力以赴继续做好抗
震救灾工作。 ”

鲁甸县人民医院院长陈敏声音沙哑着
说，医院已累计收治伤员

553

人。其实不少

医护人员的家属也在地震中不幸遇难。 第
二门诊部副护士长周润家里有亲人遇难，

但她依旧坚守在医院参与救治伤员。 默哀
仪式结束后，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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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医科医生刘胜义
将两块膏药贴在自己的左膝， 便急急忙忙
地到门诊楼前的医疗救援报到处工作了。

骡马口村民小组的回族村民马永贵
放下手中的活计，面向西方，双手掌心向
上放在胸前，为逝者祈祷。几天来，马永贵
都在忙着准备“清真食堂”的饭菜。这食堂

是地震后马永贵号召村里
33

户回族群众
一起张罗起来的。“我们不定饭时，随时有
人来， 我们就随时给他们提供热乎的饭
菜。 ”

这是重灾区巧家县包谷垴乡震后最
阴沉的一天。包谷垴中心学校教师柯国贤
在小号声中轻声祝愿：“希望在地震中失
去亲人的同胞坚强地活下去。 ”参加县城
哀悼仪式的鲁甸县第三小学四年级学生
马思影说：“很多人来帮我们救灾，我心中
特别感动。 ”

带着“北京爱心团”从北京赶到灾区
的公正说：“从汶川地震灾区到鲁甸地震
灾区，我做应急救援培训

5

年多了，并帮
助一些地方建立新模式应急体系。哀思是
为了明天更美好， 一次次的地震警醒我
们，必须从灾难中汲取教训，切实提高大
家安全意识，同时加强防灾减灾工作。 ”

在鲁甸县和巧家县交界处的牛栏江
红石岩堰塞湖，挖掘机鸣笛致意，震彻山
谷。渡口、堰堤和舟桥上，数百名武警水电
部队官兵集体脱帽默哀。 随后，大型挖掘
机开始轰鸣，牛栏江红石岩堰塞湖抢险作
业继续。 “经过几天大量人力物力投入紧
急排险，泄流槽施工取得较大进展。”在现
场抢险的武警水电部队一总队二支队梨
园项目办公室主任战彬说。

在鲁甸县文化广场，志愿者龙科章与
队友们一起参加完悼念仪式后迅速返回
工作岗位。“虽然连日来很疲惫，但谁都没
轻言退出。 有时候救灾大帐篷来了，女队
员们也毫不含糊地一起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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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昆明、曲靖、丽江、德宏等云南
各地防空警报鸣响，汽车、火车、船舶鸣
笛，各族各界群众肃穆站立，深切哀悼地
震遇难同胞。

在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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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瞿荣敏老人
7

时
30

分就从官渡古镇出来，换了
3

趟公交车，

9

时多到达昆明南屏街广场。瞿荣敏说：“我
想和大家一起参加默哀。看见电视上那些
被埋在废墟下的人，我心里很难受。 希望
灾区人民能站起来， 早日恢复正常的生
活，迎接希望的明天！ ”

深厚的人民情怀坚强的中国力量
———云南鲁甸抗震救灾纪实

时间在这里定格：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

日
１６

时
３０

分。

世界的目光在这里聚焦：云南省，昭通市，鲁
甸县，北纬

２７．１

度，东经
１０３．３

度。

一场
６．５

级强烈地震骤然降临。顷刻之间，大地
震颤，山石崩溅，房屋垮塌，生命消殒———

鲁甸之殇，中国之痛！危难之际，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果断决策、科学部署，带领广
大军民同灾难展开了英勇无畏、 气壮山河的殊死
搏斗，显示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大
力量。

永恒的执政为民宗旨、不变的
生命至上理念，灾难中凝聚起伟大
的中国力量
鲁甸地震是

２０００

年以来， 云南省境内发生的
最大地震，震源深度只有

１２

千米，极震区烈度高达
９

度， 与
２０１３

年芦山
７

级地震震中地表震动水平相
当。加之地震波及范围广、震区人口稠密、多数房
屋抗震性能差，导致人员伤亡惨重。

灾情牵动中南海，党与人民心连心。

得知震情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
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努力减少人员伤亡，妥善做好
群众安置工作。要求有关方面抓紧了解灾情，组织
群众避险， 全力投入抗震救灾。 加强余震监测预
报，密切防范次生灾害发生。

“把救人放在第一位”， 表达着总书记的深切
牵挂，体现着党执政为民、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

４

日一早，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派，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党中央、 国务
院，代表习近平，飞赴灾区，察看灾情，现场指挥抗
震救灾工作。

灾情就是号令！

国务院工作组紧急赶赴地震灾区代表党中
央、国务院慰问灾区群众，指导救灾工作。与此同
时，云南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率领工作组火速赶
赴灾区。整个应急救援系统迅速高效地运转起来。

时间就是生命！

震后
１０

分钟， 云南省武警总队官兵携带各类
物资装备向震中进发。震后

３

个半小时，红十字蓝
天救援队全国各分队集结完毕。 地震局工作组出
发，国家救援队出发，国家卫计委医疗队出发，公
安消防官兵出发，通讯、电力、道路抢修人员出发，

首批救灾物资启程……

不同的队伍朝着同一个方向集结———鲁甸灾
区。 不同的人群怀着同一个信念———为了灾区群
众的生命安全。

绝不放弃，绝不抛弃。各路救援力量谨记总书
记“把救人放在第一位”的重要指示，同时间赛跑，

与死神抗争，不惜一切代价向震中突进，一场抢救
生命、抗击地震灾害的战斗打响了。

有一种信仰叫忠于人民， 有一种担当叫挺身
而出———

“大家快点撤离到广场，照顾好老人娃娃，快，

快！”“党员干部站出来……”

鲁甸县龙头山镇龙泉社区党总支书记唐正云

带领干部群众徒手救出
１５

位被掩埋的乡亲， 安全
转移

３０００

多群众。

“大家不要慌、不要怕，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
坚强，要团结起来开展自救，党和政府很快就来帮
助我们了。”唐正云安慰着受惊的群众。

是的，在地震发生一个多小时后，救援队即赶
到了现场。

鲁甸县也行动起来，迅速发动基层党组织
９０４

个、党员
１２５３６

人，投入抗灾一线；巧家县发动基层
党组织

１６８０

个、党员
９６００

人，及时组织灾情排查，

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要始终站在抗震救灾第一线，把抗震救灾工
作作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最大实践， 站好先锋
岗、争当排头兵……”危急时刻，鲁甸县委发出《致
全县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灾难中，共产党人成了群众的主心骨。

有一份天职叫冲锋在前， 有一种使命叫义无
反顾———

灾情发生后， 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
彻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 闻令而动， 紧急出
征，昼夜兼程，挺进灾区。

３０

多个小时内，来自成都
军区、北京军区、空军、二炮和武警部队的近万名
官兵全部到达

３

个重灾县
１３

个重灾乡镇，全力展开
生命搜救和转移伤员工作。

一边是生的希望。山体滑坡，道路严重堵塞，

距离震中龙头山镇还有十几公里，车没法开了，部
队官兵奉命轻装徒步前进。“救人是第一位的，早
一点到达灾区，就有更多的生命希望。”一位军官
告诉记者。

一边是死的考验。

４

日午后， 年轻的边防武警
战士谢樵，为搜寻失踪受灾群众，在泅渡堰塞湖时
被巨浪卷进漩涡……连日来，“寻找谢樵”的呼唤，

在互联网上被万千网民转发、跟帖。这是人民对子
弟兵的崇高敬礼。

８

日上午
９

时
４５

分， 噩耗传来，战
友在堰塞湖面上找到了谢樵的遗体。 为了人民利
益，他献出了年仅

２４

岁的生命。

有一种感动叫舍生忘死， 有一种力量叫众志
成城———

让“绿军装”和“白大褂”同步进入灾区！

抗震救灾工作启动伊始， 党中央提出了明确
要求。

“这样做可以有效地把死亡率降到最低，把伤
残率降到最低，这是对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理念一
次新的诠释。” 中国人民解放军

３０４

医院院长黄少
平说。

报告：鲁甸县城至距震中
５

公里沙坝村道路已
抢通；报告：经过

３０

小时抢修，灾区
７５％

用户复电；

报告：无线通讯正在恢复；报告：已有
２４９

名防疫人
员到达指定位置，防疫工作全面铺开……

抗震救灾是一场“多兵种”的集成作战。

军绿色迷彩服、红色橘色的救援队服、医护人
员的白大褂、电力职工的蓝制服……废墟上、山脚
下、险境中，无数无名英雄奋战的身影，交织出一
道道生命的彩虹。

山还在摇，地还在动。

９７

、

１５０

、

１７５

、

４１０

、

５８９

、

６１７

……随着时间推
移，统计出的遇难人数不断攀升。

２６

、

３２

、

１１２

、

２００

、

６００

……各方救援力量传来
生命的讯息，每一个从死神手里夺回的生命，都更
加坚定了人们战胜灾难的信心与勇气。

大灾面前， 世界再一次见证了中国式救援的
速度。生与死中，诠释着对人民的爱与忠诚。

海外媒体评价说，中国最高领导人“把救人放
在第一位”的宣示，充满着生命至上的人文关怀。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已深入人心， 成为全社会共
同的价值追求。

高效的应急体系、科学的救灾
举措，在与灾难抗争中不断进步
９０

多位专业技术人员参与， 覆盖整个灾区
４２２

个抽样点，总行程
２

万多公里，历时
８０

多个小
时……

７

日，中国地震局正式发布《鲁甸
６．５

级地震烈
度分布图》，全面完成了本次地震的烈度调查与评
定工作。

“此次地震烈度分布图的发布，比汶川地震早
了数十天，比去年芦山地震也提前

２

天。”中国地震
局震灾应急救援司应急处副处长李洋说， 鲁甸的
救援安置工作因此更加科学有效。

从汶川、玉树到芦山、鲁甸……几年间，每一
次大灾，都如一场大考，都是一次淬炼。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

鲁甸抗震救灾以高效的应急体系、 科学的救灾举
措， 彰显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
进步伐。

中国式救援体系的能力和效率令世界刮目相
看———

地震发生后， 第一时间开始调动一切必要资
源，政府、军队与社会力量等无缝衔接，呈现出较
之以前更为成熟的救援流程与更加高效的协同模
式。

优化救援体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表现为以
地方为主，进一步形成统一指挥体系，将各方救援
力量纳入，地方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救灾需求，中央
有关部门全力做好协调保障。

美联社报道称，仅仅几小时，食品、帐篷甚至
４Ｇ

通信网络都送到了灾区， 一个迅速发展的中国
正用痛苦的经验和巨大的资源来应对眼前这场天
灾。

先进的技术装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武警部队首次运用四旋翼无人机，对灾区全
貌及救援实况进行俯瞰拍摄，为救援工作提供高
效准确的信息参考；首次大范围搭建地震现场指
挥调度平台， 使救援力量调度更加精准有序；自
行式炊事车、应急通信卫星、应急通信车……高
科技的应用，实现了以往“人海战术”无法企及的
目标。

曾参与过汶川地震、 彝良地震和芦山地震疫
情防控工作的云南省疾控中心主任陆林介绍，这
一次灾区的卫生疫情防控工作实现了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全覆盖和网格化管理。

“具有专业检测能力的防疫车直接到灾区现
场开展工作， 使得监测手段和检测能力明显提
高。”陆林说。

新的备灾模式为救援和群众转移安置赢得了
宝贵时间———

鲁甸地震后
１０

分钟，云南省民政厅向昭通市、

鲁甸县、 巧家县和曲靖市的救灾物资储备库同时
发出调拨指令。当晚，部分物资运抵灾区。

“调运物资的速度更加快捷， 是此次救灾工
作的一大特点。”民政部救灾司司长庞陈敏说，救
灾物资储备点距离灾区越近，越能保障救灾物资
及时调运到位， 以最快速度保障受灾群众的生
活。

“这得益于国家综合性投入的加大和体系机
制的完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长岭说。

社会组织参与救灾更加专业有序———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 对有序做好支援云
南鲁甸地震灾区抗震救灾工作进行专门部署。

进入灾区的社会救援组织，运用专业知识、设
备和人力，统一有序地参与到抗震救灾中。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郝南认为，民
间组织的目标就是协助配合政府， 关注政府顾及
不到的一些方面。

在鲁甸灾区，中国红十字会（云南）大众卫生
救援队的队员们忙着搭建简易厕所。 一个个占地
约
１．５

平方米、高约
２

米的简易密闭厕所，解决了灾
区群众和救援人员“方便”的问题，更可以有效避
免疾病传播，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专业救援队伍负责灾区厕所搭建， 这是在经
历多次灾难考验后收获的宝贵经验。

全社会面对大灾时愈发从容、自信、理性———

人们心系灾区同胞的安危，为鲁甸加油，为生
命祈祷。根据以往地震灾害的救援经验，越来越多
的人懂得，仅凭“一腔热血”蜂拥至灾区，可能事与
愿违。互联网上，网友们探讨在地震中如何自救，

如何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疏导。媒体上，对救援进
展的高度关注中， 多了一些对防震减灾的深入思
考。

“尽管历次地震都带来严重死伤，但人们也看
到了国家越来越强大的救援能力， 看到了党和政
府不断提升的执政能力。”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认
为，这种成熟理性的心态，来自于人民对党和国家
的信任。

不屈的精神品格、热切的生活
希望，在震后的废墟上顽强跃动
“爸爸不哭，我也不哭，我们都要好好的。”

龙头山镇龙泉村的废墟上， 失去亲人的
１０

岁
女孩刘候蕊，紧紧依偎着爸爸刘家礼，轻轻拂拭父
亲脸上的泪水。她拉着父亲：“我们回去吧！”

鲁甸废墟上，倒下的是房屋，升腾的是不屈的
精神。

越来越多的人为灾区“加油”：鲁甸不哭！云南
坚强！

鲁甸抗震救灾以来，救援人员不怕牺牲、连续
奋战；灾区人民守望互助、团结一心；全国人民不
离不弃， 八方支援， 再次彰显了中华民族风雨同
舟、众志成城的伟大品格。

有这样一位武警战士。 他家所在的村庄在这
次地震中受灾严重。尽管近在咫尺，他却一直没有
回去看看。救灾间隙，武警曲靖支队战士王天贵抬
头望着山堑对面的银屏村，残垣断壁满目疮痍。他
指着一座小山头，对战友说：“我家就在山后面。”

有这样一位饭店老板。

５

日凌晨， 鲁甸县小寨
镇大坪村顺风饭店的老板和老板娘早早起床，准
备了两大锅面条， 招呼过路的救灾人员和志愿者
吃早餐。 这次是他们开饭店以来煮得最多的一顿

早餐，免费提供给每一个需要的路人。

“你叫什么名字？”有人问老板。

“我叫杨家帮，国家的家，帮助的帮！”

有这样一位少数民族兄弟。“在电视上看到灾
区的同胞们缺粮食、缺水，我心里特别着急！”“切
糕王子”新疆小伙阿迪力·买买提坐在满载一万斤
切糕的货车上， 从长沙焦急地奔向

１０００

多公里外
的鲁甸。

阿迪力说，切糕保存时间长，热量高，特别适
合灾区的同胞们食用。

家国情怀的人间大爱、灾难面前的坚定从容、

共克时艰的戮力同心……这是血浓于水、 心心相
印的情感，这是和衷共济、多难兴邦的力量！

地震无情，人间有爱！华夏儿女血脉相连，以
不同方式传递着人间真情。“我们都是鲁甸人！”熟
悉的口号又一次响彻中华大地。

从个人到企业，从机关部门到社会团体，从香
港、澳门、台湾同胞到海外侨胞，无论路有多远、山
有多高，一批批救援人员，一车车救灾物资，一笔
笔爱心捐款， 汇聚成爱的长河， 源源不绝涌向鲁
甸———

这中间， 我们看到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
８２

岁老人荣治芳， 步行
３

公里来到当地捐款点，将
自己的

５００

元捐给鲁甸地震灾区。我们看到，上海
小学生陆轩宇将储蓄罐中的硬币倒出， 为鲁甸地
震灾区捐款

３４．６０

元……

地震撼动了中国的大地，摧毁了千房万屋，但
撼动不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的坚强， 动摇不了中国
人守望相助的信念。

“不要害怕！”“我们一起不放弃！” 地震当天，

被瓦砾掩埋的两名孕妇，在黑暗中手牵着手，不断
相互鼓励。希望战胜了恐惧，生存的信念在废墟中
涌动。

这信念， 来自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灾难中
一次次有力的救援行动，人民对国家充满信任。

这信念， 来自于昔日从废墟上拔地而起的一
座座新城，人们对重建美好家园充满了信心。

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灾难阻止不了民族前进的脚步。 举国动员的
生死营救，生命至上的国家理念，万众一心的民族
精神， 百折不挠的坚韧品格， 拥有这些坚实的内
核，中华民族必将历经苦难而生生不息，不断迈向
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

哀伤尚在心头，希望已然铺展———

最让火德红乡张兴晏夫妇高兴的是， 家里筛
选花椒的风柜在地震中没有被砸坏。 张兴晏年迈
的妈妈一上午摘了整整一箩筐花椒。“如果日头
好，这样晒两天就可以卖了。”乡政府所在的街上，

一些餐馆也正式开业了。 一位加工牛车车架的老
师傅也打开了木工机械，他说，已经有好几个乡亲
向他订购牛车车架了。

生者生的勇气，是对死者最好的祭奠。废墟之
上，顽强的灾区人民凝聚起一股磅礴力量。

大山深处的鲁甸，一丛丛山花椒，在这片贫瘠
的土地上用串串果实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力量在凝聚，希望在延伸。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我们万众一心，科学救援，一定能取得这场抗
震救灾的胜利。

（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１０

日电）

8

月
10

日，人们在云南鲁甸地震的震中地区龙头山镇举行哀悼活动。

当日上午
10

时，哀悼云南鲁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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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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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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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地震遇难同胞仪式在鲁甸县城举行。笛声呜咽，警报哀鸣，省内各地群众默哀
3

分钟。

新华社记者蔺以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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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动山摇， 墙倒屋塌，

８

月
３

日发生在云南鲁甸的
６.５

级强烈地
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山河因之呜咽，举国为之悲恸。

几天来，面对严重灾情，抢险力量紧急行动，灾区群众全力自救，爱
心援助汇聚传递， 中华大地涌动着守望相助、 生死与共的真挚情
怀，迸发出坚强不屈的巨大力量，升腾起重建家园的美好希望。

“把救人放在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李克
强总理受委派急赴灾区，万余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出征驰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一场不期而遇的
抗震救灾遭遇战打响了。这是维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坚定意志，是对
人民至上执政理念的生动诠释， 也是激励人们战胜灾难的强大力
量。

７２

小时黄金救援期已经过去，但排查搜救的努力并未停止。“不
抛弃、不放弃”，“有一线希望就继续救援”的话语表达了搜救人员
尊重生命的人文情怀，彰显着“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与时间赛跑、和死亡竞速的关键
时刻，灾区广大共产党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肩负起救援、转移和
安置群众的紧迫任务。舍自家、顾大家，把确保群众脱险摆在第一
位。一句“党员不带头，谁带头”，人们看到的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勇
于担当精神和先进政治本色，不愧为人民群众的主心骨，抗震救灾
的排头兵。灾难当前，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挺身担
当上下呼应，鲜红的党旗下凝聚起战胜灾害的无穷力量，为夺取抗
震救灾胜利注入坚定信心。

无论是抢救生命还是重建家园，抗震救灾拼的是速度，靠的是
实力，是灾害条件下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特殊检验”。从高
科技装备手段的广泛应用，到指挥平台的科学调度；从救灾物资人
员的空中投送，到抢险队伍的多路机动；从大规模的伤员救治转运，

到受灾群众的生活安置，鲁甸抗震救灾工作得以在更大范围和空间
里展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制度优势，立体化、信息化的手段创
新，折射出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提升，显示了建立在“中国制度”之上
的“中国力量”。加之有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奠定的雄厚物质基础，有抗灾
经验和能力的不断积累，打赢抗震救灾遭遇战就有了可靠保障。

天灾无情人间有爱。灾难检验着救灾的物质力量，也衡量着社
会的精神高度。大江南北，童叟无类，爱心捐款聚沙成塔；长城内外，民族情深，“切
糕王子”千里送爱。储蓄罐里的数枚硬币，跋山涉水的小小切糕，或是点点滴滴的志
愿服务，还有网络空间的点赞声援、理性思考，细中见实、实中见真、小中见大的平
凡善举，无不承载着对受灾群众血浓于水的真诚牵挂，汇聚成不离不弃、同舟共济
的爱心洪流，揭示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而深厚的现实基础。人人可为、从我
做起的爱心行动，践行着最能体现当今时代的共同价值追求，构筑起让我们的心灵
更加温暖坚强的有力观念支撑，内化为凝聚全民族共识与力量的精神内核，推动着
全社会在灾难洗礼中获得又一次进步、成长。

亲人瞬间逝去，家园顷刻被毁，抚平地震灾害造成的创伤尚需时日。但随着救
援力量和救灾物资的不断进入，灾区群众初步实现了有饭吃、有干净水喝、有安全
临时住所、有病得到医治，灾区秩序逐步恢复，各项抗震救灾工作平稳有序进行。我
们欣慰地看到， 已经有孩子们在安置点的帐篷外读书写字， 有的还天真地奔跑嬉
闹。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为灾区人民托起新
的希望。一个美丽的新鲁甸，必将在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

（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１０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