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務委員會1月9日召開會議，研究部署西藏
定日抗震救災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
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會議指出，西藏定日6.8級地震發生以來，在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有
關地方和部門反應迅速、組織有力，廣大黨員
幹部群眾團結奮戰，特別是國家綜合性消防救

援隊伍、解放軍、武警部隊和央企等救援力
量，克服高寒缺氧困難，爭分奪秒搜救被困人
員，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抗震救災總體順
利。

繼續開展救援善後工作
會議強調，現在抗震救災工作處在關鍵階

段，不能有絲毫鬆懈。要把工作做得更細一

些，堅決打贏抗震救災這場硬仗。要繼續開展
救援善後工作。要組織醫療專家會診，全力救
治受傷人員。要用心用情保障受災群眾基本生
活，統籌好臨時安置和過渡期安置，確保受災
群眾溫暖過冬。要加快災後恢復重建，抓緊做
好基礎設施修復和廢墟清理工作，盡快恢復災
區正常生產生活秩序。要切實做好社會穩定工
作，及時排查化解各類矛盾糾紛，做好權威信

息發布。要進一步提高重點地區房屋、基礎設
施抗震能力和地震災害應對能力，做好各項應
急準備。
會議要求，地方黨委和政府要切實擔起政治

責任，各有關方面要密切協同配合，各級幹部
要堅守一線、全力以赴，基層黨組織和廣大黨
員要充分發揮戰鬥堡壘作用和先鋒模範作用。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部署西藏定日抗震救災：確保受災群眾溫暖過冬

「救援物資配給力度完全超出預料」
西藏震區民眾參與物資發放 搜救安置與搶救牛羊同步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敖敏輝 連線西

藏日喀則報道）「震區的群眾很樂觀，從他

們眼裏我看到的滿是信心。」正在西藏日喀

則定日縣震區救援一線的西藏德朗瑪冰川礦

泉水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吳興華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當地群眾生活有序，很多人自發

參與救援。

西藏日喀則定日縣6.8級地震震後的第三

天。 根據官方發布，災區共設置224個安置

點，安置人員4.75萬人；搭建帳篷12,730

個，安裝加熱設施12,043個；緊急調運援藏

毛毯、取暖器、食品、藥品等物品共61.2萬

件。「當前第一輪全範圍搜救工作已經告一

段落，接下來我們還會深入細緻地開展大規

模的搜救，堅持不漏一村一人，全覆蓋無盲

區，最大限度保證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

全。」西藏自治區應急管理廳黨委書記、副

廳長郝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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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
京報道）《國務院關於深化養老服
務改革發展的意見》提出，要鼓勵
外商投資國內養老服務產業並享受
國民待遇，推進京津冀、長三角、
粵港澳大灣區等養老服務一體化等
舉措。香港工聯會理事長黃國對香
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此舉為香港養
老機構進入內地市場提供了更為便
捷的途徑。隨着內地養老需求的不
斷增長，市場潛力巨大，香港養老
機構的北上發展將有效促進內地養
老服務水平的提升。未來，香港與
內地養老服務的互動發展將呈現出
更加緊密和多元化的趨勢，隨着大
灣區建設的深入推進，兩地養老服
務的融合發展將更加緊密，也為港
人回歸內地養老創造更多便利和條
件。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司司長劉明
表示，下一步將加快培育一批銀髮
經濟龍頭企業，推動銀髮經濟逐漸
向多元業態發展，促進養老與醫療
健康、文化旅遊、金融等產業融
合，讓老年人在醫療、出行、娛樂
等方面更加方便，為老年人提供更
好更溫馨的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國
務院關於深化養老服務改革發展的意見》（簡稱
《意見》）近日發布，是中國首次以黨中央、國
務院名義印發關於養老服務工作的意見，從養老
服務網絡、服務形態等方面提出目標和路徑。
《意見》首提加快建設縣、鄉、村三級養老服務
網絡，提出強化以失能老年人照護為重點的基本
養老服務，民政部副部長唐承沛9日在國新辦發布
會上表示，按照部署，養老服務網絡到2029年基
本建成，到2035年更加健全。通過持續推進建
設，把養老服務網扎得更密更牢，穩穩兜住老年
人的養老服務需求。
《意見》首次提出加快健全覆蓋城鄉的縣鄉村
三級養老服務網絡。唐承沛表示，縣鄉村三級養
老服務網絡是符合我國國情的養老服務體系的基
礎設置，有利於推動城鄉養老服務均等化，加強
縣域養老服務資源統籌，促進服務資源向基層下
沉。具體來說，縣一級要有一個綜合平台，鄉鎮
（街道）主要依託現有敬老院、優質民辦養老機
構等，改擴建為區域養老服務中心，成為養老服
務的「一站式」業務辦理窗口和資源信息匯集平
台，促進鄉鎮一級的區域聯動。在村（社區），
採取「中心+站點」等方式，大力發展嵌入式社區
養老服務設施和互助型養老服務站點，成為老年
人家門口的服務站。

促規模化集群化品牌化發展
居家、社區和機構養老是目前三種主要的養老
方式。《意見》以推動三類養老服務貫通協調為
改革重點，提出鞏固居家養老基礎作用，強化社
區養老依託作用，優化機構養老專業支撐作用。
唐承沛表示，要推動培育更多專業化的上門服
務，盡力滿足老年人在熟悉的社區環境中養老的
需求，社區既要深入家庭提供服務，還要鏈接社
會資源，同時也向老年人提供日託全託、學習娛
樂等方面的支持。養老機構不但要在集中照護方
面更加專業，也要更積極地參與居家和社區養老
服務，促進養老服務規模化、集群化、品牌化發
展，打造樞紐型、開放型的專業服務機構。

擴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供給
《意見》提出要強化以失能老年人照護為重點
的基本養老服務。「失能老年人照護問題是養老
的一個痛點，也是養老服務必須優先解決的重大
課題。」唐承沛表示，下一步將制定加強和改進
失能老年人照護服務政策，健全全國統一的老年
人能力綜合評估制度，推動精準高效配置失能照
護資源，加強居家、社區、機構供需銜接，資源
整合，推動失能照護資源下沉到城鄉社區，延伸
到老年人家庭。

2019至2024年，全國財政用於養老服務和老年
人福利方面的支出超過 5,600 億元，年均增長
11%。其中，中央財政通過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
基金預算等渠道安排資金超過1,500億元。財政部
社會保障司負責人葛志昊表示，財政部門將進一
步加大對養老服務的資金投入，擴大普惠性、基
礎性、兜底性養老服務供給，重點保障好特困老
年人、經濟困難失能老年人等特殊老年群體的基
本養老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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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既要深入家庭提供服務，還要鏈接社會資
源，同時也向老年人提供日託全託、學習娛樂等
方面的支持。圖為三位八九十多歲的老人在打撲
克牌。 資料圖片

9日一早，吳興華和藏族同事南木加次仁，與
從拉薩趕來的志願者朱怡霏、李愛玉匯

合，他們一起在定日縣長所鄉派發救援物資。長所
鄉是此次地震受災最嚴重的區域之一，他們把救援
物資在該鄉8個自然村進行了流動發放。

全村房子幾全塌 村民依舊樂觀面對
「有一個村子的房子基本全塌了，我們和村民交

流的時候沒有感受到任何的垂頭喪氣。」吳興華
說，物資發放時，村民們「一呼百應」，不管男女
老少都上來幫忙，卸、搬、傳，整個過程都很熟
練，又有秩序。
走進帳篷，衣物、被褥、床以及當地特有的床
墊，還有取暖的藏式爐子都已到位。吳興華注意
到，僅是取暖燃料就有犛牛糞、木材、木炭、煤炭
等不同品類。新鮮的油菜、白菜、蘿蔔、土豆，還
有整箱的蘋果，以及各種食物。
「各種物資不僅非常豐富，而且配給一看就是非

常用心、周到，這就是中國救援的力量。」吳興華

坦言，「這些物資在內地災後救援可能非常常見，
但如此快速配給到山高路遠的定日縣震區，完全超
出了我的預料。」

女志願者心細 婦兒用品滿車載來
50歲的李愛玉連續自駕11個小時，與朱怡霏一道
於9日凌晨1點才抵達定日震區。朱怡霏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她和李愛玉平時在拉薩工作，地震發生
後，聽定日縣當地朋友說震區救援物資緊缺，三個
好朋友就緊急展開物資採購。除了女士的生活用
品，她們還重點採購了兒童用品，僅童靴就採購了
一千多雙。一輛越野車根本裝不下，商家又給他們
安排了一輛小貨車。
定日縣的藏族朋友多吉一直幫朱怡霏聯繫通行證

以及協調物資發放等問題。多吉1月9日一直帶着他
們，直接下到村子發放物資。他幫着去找村長統計
物資需求數量，順便還給大家「翻譯」交流。一個
村發完再轉戰另外一個村，在多吉的幫助下，朱怡
霏帶來的物資順利發放到8個村子。

雖然年輕，但朱怡霏做義工和志願者已有14年的
時間，此前也曾參與過鄭州水災的災後救援。原本
計劃在定日縣做幾天志願者，看到災後救援工作有
序進行，暫時不需要志願者，下午5時，朱怡霏、
李愛玉離開了定日縣，返回拉薩。「我們還會再來
的。」朱怡霏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她參與助學已
有14年，會持續關注震區的災後重建、困難家庭以
及兒童的教育問題。

制定工作方案 優先保障老人婦孺
西藏藍天救援隊首批18名隊員，已經在災區開展

工作超過兩天。9日凌晨，第二批17名隊員及隨行
的11輛裝滿救援、安置物資的車輛，抵達定日縣長
所鄉，隊員便立即投入工作。
一直堅持在救援前線的西藏藍天救援隊協調中心

主任張東旭，9日依然奔波於各地震重災區村莊。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張東旭表示，兩批隊
員匯合後，迅速制定了細化工作方案，30多名隊員
分成5個小組，包括搭建板房組、分發物資組、挖

掘被掩埋牲畜組、維持交通組、災情巡查小組等。
「我們第二批抵達的隊友，從拉薩帶來了救災物

資，當地政府、部隊也陸續帶來了更多的物資。9
日，我們組織隊員在長所鄉古榮村分發物資，包括
棉衣棉褲、牛奶、飲用水等，並優先保障老人、婦
女和小孩。」張東旭說，參與物資分發工作的隊員
共有9人，這也是派出隊員最多的小組。
牛、羊是長所鄉村民最主要的財產，地震中，牲

畜被大量掩埋。地震發生前期，各救援隊伍最緊急
工作是以搜救和安置受災群眾為主，在物資相對充
足後，為村民挽回財產損失就成為工作重心之一。
據張東旭介紹，重災區長所鄉古榮村，共有5,000多
頭羊、500多頭牛，當中相當一部分被掩埋。不少
牲畜因災死亡，也有一些依然存活。9日，西藏藍
天救援隊派出6名隊員，與當地部隊官兵一起，協
助村民挖掘受困牛羊，盡最大努力減少村民的財產
損失。由於牲畜多被掩埋在坍塌的土石房屋中及地
下，挖掘和清理工作量大，有時還需要徒手進行挖
掘，既辛苦又危險。

在高寒震區 與時間賽跑
1月7日

9時5分，日喀則市定日縣7日發生6.8級
地震

17時許，西部戰區前進指揮所人員乘坐
運-20到達日喀則定日機場

22時許，首批中央救災物資運抵日喀則定
日縣地震災區，包括首批5,800餘件棉帳
篷、棉衣被等

1月8日

截至8日12時，共計監測到餘震646次，
最大餘震4.4級，最大餘震距主震震中約
18公里。

當日6時，受地震影響的7處受損國省道路
段搶通，實現雙幅通行

11時48分，定日縣地震災區所有鄉村通信
網絡服務搶通恢復

中央調撥第二批救災物資，包括棉被、摺
疊床等2萬件重點支持受地震影響較重的
定日縣及周邊地區開展救災救助工作。

在災區設立187個轉移安置點，轉移安置
受災群眾4.65萬人

1月9日

截至 9日 15 時，共計監測到餘震 1,211
次，其中3.0級及以上餘震33次

災區共設置224個安置點，4.75萬名受災
群眾已完成初步安置，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

●救援隊員給災區的孩子帶來可口美食。
香港文匯報西藏傳真

●9日，志願者李愛玉（紅衣者）正在定日縣長所鄉
發放救援物資。 香港文匯報西藏傳真

●●99日日，，當地群眾自發搬卸救援物資當地群眾自發搬卸救援物資。。
香港文匯報西藏傳真香港文匯報西藏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