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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李陽波、郭濤積石山報道

香港的朋友們
又捐錢又捐

物，還將幫助我們住
上新樓房，過上和城
裏 人 一 樣 的 新 生

活。」 日前，香港工聯會救災慈善基金申請
香港特區政府賑災基金600萬港元撥款，赴
積石山災區安置點開展贈送近2萬張棉被和
5000多件衣物的慰問行動，並入戶探訪了
大河家鎮受災群眾。在得知來自香港的善款
將在災後重建工作中發揮巨大作用時，大河
家鎮克新民村村民張存富久久不願離開現
場。儘管距離地震已過去一百天，積石山縣
慈善協會會長韓學武提到香港馳援時仍顯得
激動： 「地震發生後12個小時，就收到了來
自香港的第一筆善款，特別感動。」

2023年12月18日23時59分，甘
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積石山保安族東
鄉族撒拉族自治縣突發6.2級地震。
強烈的地震波瞬間造成重大人員傷
亡，同時也摧毀和損壞了大量房屋。

「地震發生後12個小時，也就是
12月19日下午兩點，就收到了來自香
港的第一筆善款，特別感動。」 回憶
起當時的情景，甘肅積石山縣慈善協
會會長韓學武記憶猶新。他告訴大公
報，那個時候剛剛經歷了地震，很多
人還處在緊張、害怕的情緒當中，然
後很快看到這筆捐款，不僅為災區群
眾帶來了溫暖和希望，更帶給了他們
重建家園的信心。韓學武清楚的記
得，有一筆香港捐款的附言寫有這樣
一句話：守望相助，抗震救災，你我
同行。 「兩地相距數千公里，相互之
間也都素不相識，卻在第一時間踴躍
伸出援手，為災區捐錢捐物。」 韓學
武說，香港各界人士和機構的義行善
舉，生動詮釋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
中華民族精神。

「用好來自香港的每一筆資金」
積石山地震發生後，香港各界紛

紛積極回應，首批包括3170袋麵粉、
3170桶食用油，以及2547件其他救
援物資，很快就分發到了受災最為嚴
重的大河家、劉集、石塬等鄉鎮，幫
助受災群眾渡過難關。此外，香港賽
馬會捐款2000萬港元，以支持甘肅省
及青海省受災地區的抗震救災工作，
香港工聯會亦遠赴積石山災區，送上
香港同胞的關心及祝福。

「地震發生後一直牽動港人的
心，工聯會立即發起籌款行動，最後
合共捐贈逾190萬港元善款。」 香港

工聯會副會長陳鄧源表示，希望能為
甘肅救災獻出一分力量。 「來自香港
的救援物資，在震後救助和安置群眾
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樣，來自香港
各界的善款，將在重建工作中發揮巨
大的作用。」 甘肅臨夏回族自治
州政府州長何東此前接受大公報
記者採訪時鄭重承諾，臨夏州和
積石山縣將管好、用好來自香港
的每一筆資金，確保讓它們都能
發揮出最大成效，讓香港同胞的
愛心體現到重建工作每一處。

期待掙錢後去香港看一看
雖然時隔百天，但回憶起地震

襲來時的可怕情景，積石山縣大河
家鎮克新民村村民張存富至今仍心
有餘悸，家裏的房子受災嚴重，萬
幸的是除了張存富的老母親受了皮
外傷，其他一家8口都沒事。在安置
點度過一個 「溫暖」 的寒冬後，過
了年，張存富就張羅着災後的生活
了。對於香港的印象，除了覺得離得
很遠，張存富說剩下的就是那些影視
劇和流行歌曲了，而這次地震，突然
之間讓他感覺到原來香港就在他身
邊。 「地震後縣上就分發過來
自香港的物資，而這幾天香港的
朋友們又來到災區，讓我們很感
動。」 張存富說，等他們住上了
新房，開啟了新生活，自己一定
要加倍努力，不僅
要掙錢讓全家過上
更好的生活，還期
待能到香港去走一
走、看一看，感謝
那些善心的好人。

點讚安置房 生活水平比震前高
「這房子，

乾散的很吶！
（乾散，當地方言，意指做得好、出
色、令人滿意）」 今年3月15日，在
積石山震後恢復重建第一次現場推進
會上，參觀完集中安置樣板間後，該
縣大河家鎮康吊村村民祁富昌，逢人
就豎起大拇指。據悉，在災後重建過
程中，當地充分聽取居民意見，提供
了集中安置和原址重建兩種重建方
案，受到村民歡迎和認可。

對於為何會選擇集中安置，祁富
昌說主要基於兩方面的考慮。 「首先
呢，我家恰好處在地質災害點上，擔
心以後再受到山體滑坡的侵擾；其次
呢，確實是因為樣板間太好。」 祁富
昌告訴記者，集中安置主要分為80、

105、125、150平方米四個戶型，
自己選擇了125平方米的主力戶
型，家裏老人和孩子都住得下。

而對於房屋配置，祁富昌全
家都很滿意。 「二層小樓，一樓
配有客廳、廚房、衞生間及一間卧
室，二層配有衞生間、書房及兩間
卧室，這條件甚至比城裏還好。」
而對於未來的生活，祁富昌也早已
計劃好。 「這個安置點離我們村比較
近，也不耽誤家裏種地，農閒時節還
能出去打工。」 在祁富昌看來，按照
目前的配置，生活水平確實比震前
高。

與祁富昌不同，康吊村村民郭宏
林則選擇了原址重建，在他看來，安
置點條件雖然好，但在倒塌房屋的原

址上重建5間新房也不差。
「父母年齡大了，故土難離。

另外我家主要是以務農為主，
平時父母在家種地，我出去打
工，在村裏建房更合適。」 如
今一邊建房，郭宏林一邊已經
盤算着要出去打工了。他告訴
記者，房子建好了，新生活要
開始了，自己也要加倍努力打
工掙錢，讓全家人過上更好的
生活。

▲9月底，積石山縣的受災群眾將全部搬進新
家。 大公報記者郭濤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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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積石山大河
家鎮陳家村安置點，一場

鋼筋工技能培訓課正在開展，村民們戴上安全
帽，戴好勞保手套，在授課老師講解下實操練
習。據悉，技能培訓是提高就業質量、促進居
民增收的重要方式，為助力災區群眾掌握一技
之長，實現技能增收，同時也為重建後的生活
多一種就業選擇，甘肅人社部門在積石山集中
安置點，通過多種方式開展職業技能培訓。

「大家積極性很高，我們發起培訓報名，
一天之內，50個名額就招滿了。」 據甘肅建投
培訓中心職業技能培訓鑒定事業部部長孟海鵬
介紹，培訓現場設有理論教學區、實操綁紮
區、機器操作區，培訓為期10天。完成後將組
織職業技能等級認定考試，合格者將獲得鋼筋
工初級工證書。

據了解，甘肅建投在積石山承建了不少災
後重建工程，用工量較大，企業將擴大招工規
模，重點招錄災區員工，在技能培訓隊伍中，
約70%可轉化為就業人員。

「我家在震區，這次參加培訓，學習了工
程識圖、尺寸計算和安全生產等知識，每天理
論加實訓有7小時，非常有用。」 在積石山縣陳
家村村民馬娟看來，學一門技術，能靠自己的
雙手把家園建設得更好，還有機會就近就業，
兩全其美。她告訴記者，當上鋼筋工，每天至
少掙300元，如果繼續考取中級工證書、高級工
證書，就能吃上月薪過萬元的技術飯。

為填補災後重建過程中的技能人才缺口，
甘肅省人社廳選派3家省級培訓學校到積石山縣
開展技能培訓，在10個鄉鎮開設挖掘機、電焊
工、鋼筋工、砌築工等實用技能培訓班147期，
已惠及7100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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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工程密鑼緊鼓 群眾國慶前搬進新居
積石山縣海

拔1787米至4308
米，冬季漫長寒冷。這意味着，大部分
重建工作必須要在開春凍土期結束後才
能進行。如今春暖花開、萬物復甦，為
了讓災區群眾按時搬進新房，積石山
縣、臨夏州，甚至甘肅省多個部門幾乎
全員動員，積極投入到重建工作中，積
石山縣各個重建工地上都是繁忙景象。

據介紹，積石山災後重建在縣城和
中心鎮規劃設計了14個集中安置點，完

善配套設施，未來將搬遷安置10800戶
受災群眾。目前已實施六大類374個項
目，總投資174.8億元。按照工作推進
計劃，居民住宅維修加固6月底前完工、
原址重建7月底前完工、集中安置9月底
前完工，安置區配套產業設施同步建
成，災區群眾國慶前搬進新居。

此外，重建和新建學校8月10日前
完工、秋季開學投用。基礎設施重建和
新建項目9月底前完工。公共服務、防災
減災項目分別於2025年6月底、10月底

前完工。到2026年底前全面完成各領域
其他項目恢復重建任務。

「我們災後重建有一個原則，就是
不僅要讓每一戶受災群眾都能安居、都
有一門增收產業、都能享受舒適便捷的
公共服務。」 負責該安置點設計的甘肅
建投設計諮詢公司第二設計院院長田丰
表示，在項目設計之初，為了確保重建
後生活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好於災前水
平，安置點的規劃還設計了庭院經濟的
開發區。

▲日前，香港工聯會遠赴積石山災
區，送上香港同胞的關心和祝福。

◀劉集鄉陽窪村
安置點，居民在
趣味運動會上進
行乒乓球比賽。

趣味運動

◀2月26日，甘
肅積石山地震災
區中小學校全部
如期開學，積石
中學的學生在修
繕一新的教室裏
上自習。

如常復課

◀2月9日除夕
夜，紅平村安
置點小朋友放
煙花迎接農曆
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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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石山安置點日常

甘肅地震百日記

掃一掃有片睇

▶最近幾日，到大河家鎮四堡子村災
後恢復重建集中安置點樣板房參觀的
居民絡繹不絕。 大公報記者郭濤攝

▶劉集鄉陽窪村
的居民在安置點
的醫務室裏取
藥。

▶積石山縣一
名蔬菜店經營
者在整理蔬菜

地震後12個小時就收到來自香港第一筆善款，特感動
甘肅地震百日 香港再捐善款物資

▶負責安置點設
計工作人員（右
一）正在給村民
介紹安置點的規
劃情況。

大公報記者
郭濤攝

期盼新居

熱火朝天

就業增收

歡度春節

醫療保障

物資供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