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住建部门解读
地震房屋受损严重原因
据新华社拉萨1月9日电（记者 邱星翔 格桑边觉）记者 9

日从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地震受灾救援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此次地震等级高、烈度强、震源浅，震中周边乡镇、村庄
相对集中，造成较为严重的房屋受损。在震中措果乡和周边
长所乡、曲洛乡等地的房屋受损较为严重。截至目前，经初
步排查，此次地震造成 3612户房屋倒塌。

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副书记、厅长李修武在发
布会上介绍，本次地震房屋受损严重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地震等级高、烈度强。根据西藏自治区地震局现场调
查工作人员初步判断，此次地震极震区烈度达到9度，破坏性极
强，对房屋建筑造成了较大破坏。

二是震源浅，破坏力强。此次地震震中位于“申扎—定结”构
造裂谷内，震源深度仅10公里，属浅源地震。震源越浅，破坏力
越强，对地表建筑物的破坏力更大。此次震中及周边区域的地貌
类型为高原河流冲积平原，土壤偏松软，放大了地震破坏效应。

三是震中与周边集镇、村庄距离近。本次地震震中周边
5公里内有 7个村庄，震中 20公里范围内有 2个乡镇，震中与
周边集镇、村庄距离近，导致集镇、村庄受损房屋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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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要用心用情保障受灾群众基
本生活，统筹好临时安置和过渡期安置，
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要加快灾后恢
复 重 建 ，抓 紧 做 好 基 础 设 施 修 复 和 废 墟

清 理 工 作 ，尽 快 恢 复 灾 区 正 常 生 产 生 活
秩 序 。 要 切 实 做 好 社 会 稳 定 工 作 ，及 时
排 查 化 解 各 类 矛 盾 纠 纷 ，做 好 权 威 信 息
发 布 。 要 进 一 步 提 高 重 点 地 区 房 屋、基

础 设 施 抗 震 能 力 和 地 震 灾 害 应 对 能 力 ，
做好各项应急准备。

会议要求，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担起
政治责任，各有关方面要密切协同配合，各级

干部要坚守一线、全力以赴，基层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
作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西藏定日抗震救灾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
划拨5000万元用于西藏抗震救灾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为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灾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的关怀温暖，近日，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的党费中向西藏划拨 5000万元，用
于支持抗震救灾等工作。

中央组织部要求，灾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
先锋模范作用，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最大限度
减少人员伤亡，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
遇难者家属安抚、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工作，确保安全温暖过
冬。灾区党员、干部要深入抗震救灾第一线，到灾情最严重的地
方去，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冲锋在最前沿、奋战在艰险处，做
灾区人民的主心骨和贴心人。党委组织部门要充分发挥动员和
保障作用，注意在抗震救灾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注意发现、宣传基
层党员、干部中的先进典型，为抗震救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到灾区基层，做到
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党员、
干部、群众，慰问因受灾严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补
助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

西藏定日县地震受灾
群 众 已 初 步 安 置

新华社拉萨1月9日电（记者 周圆 邱星翔）记者9日从西藏
日喀则定日县“1·07”地震受灾救援工作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上
了解到，当前，灾区共设置 224个安置点，4.75万名受灾群众已
完成初步安置，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副厅长郝涛在发布会上
介绍，截至目前，灾区已搭建帐篷12730顶，共紧急调运棉帐篷、
折叠床、毛毯、取暖器、食品、药品等物资共61.2万余件（个）。

郝涛说，在国家及社会各界支援下，救灾物资供应基本充
足，群众基本生活能够得到保障。受灾群众穿上了棉衣，住进了
帐篷，盖上了被褥，生起了炉火，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喝上了
干净的饮用水，生病也能得到及时治疗。

关注定日县6.8级地震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
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
党 治 党 ，努 力 取 得 更 大 成
效”。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
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
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
任务，深刻阐述纵深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正风肃纪反腐一系
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
问题，对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作出战略部署。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
党，干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
业，肩负着团结带领14亿多中
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
任，只有搞好自身建设，才能以
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新时
代以来，从“打铁还需自身硬”
到“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党
的自身建设保持高度的历史自
觉，在认识和实践上不断深
化。从一体推进“三不腐”，到
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再
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正是因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
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引领和保
障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当前，身处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的关键时期，摆在我们面
前的是更加艰巨繁重的任务，
是绕不开、躲不过的各种风险
挑战。如何把中国式现代化
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如何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
核心？回答好这些重大课题，
关键就是坚持用改革精神和
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把全面从
严治党引向深入，把党的伟大
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党
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党中
央坚强有力领导是我们战胜
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
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说
到做到。”这既是确保党的团
结统一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
战胜挑战、赢得主动的迫切需
要。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不
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进
政治监督向具体聚焦、向精准问效、向常态落实，确保
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
地见效，合力推动改革攻坚、促进高质量发展。

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也是党和国
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障。过去一
年，党纪学习教育扎实开展，推动全党学纪知纪明纪守
纪，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取得明
显成效。同时要认识到，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一项经常
性工作，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的纪律教育机制，严格执行
党的纪律，准确运用“四种形态”，才能引导党员、干部把
他律转化为自律，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党的
纪律和干事创业是内在统一的，党的纪律既有教育约束
功能，又有保障激励作用，既是“紧箍咒”，更是“护身
符”。要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使
干部在遵规守纪中改革创新、干事创业。

一个地方和部门全面从严治党局面如何，关键在于党
组织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是否尽到了责任。正因如
此，兑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铿锵承诺，就要强化全面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党委要主动抓、主动管，纪委
要把专责监督履行好，聚焦主责、干好主业，各责任主体都
要知责、担责、履责，确保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
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要以理想信
念强基固本，以先进文化启智润心，以高尚道德砥砺品格，
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实起来、强起来，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纪检监察机关要牢记总书记
殷切嘱托，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不断加强规
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更高标准、更高要求打造纪检
监察铁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

“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十分繁
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时不我待，需要广大党员、干部
坚持干字当头、奋发有为。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把管
党治党的螺丝拧得更紧，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
围一贯到底，我们定能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成效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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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群众牵动党和人民的心
地震灾区位于高原高寒地区，

震中 10 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
4471米。截至8日 12时，地震已造
成 126人遇难、188人受伤，倒塌房
屋 3612户。截至 9日 6时，受灾群
众人数达6.15万名。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
出重要指示，“要全力开展人员搜
救，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最大限度
减少人员伤亡，防止发生次生灾
害，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做好善后
等工作。要加强震情监测预警，及
时调拨抢险救援物资，抓紧抢修损
毁基础设施，安排好群众基本生
活，确保安全温暖过冬。”

应急机制第一时间启动——
西藏自治区立即启动二级响应，
随后升至一级；国务院抗震救灾
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国
家地震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
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
灾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二级；中
国地震局迅速启动二级应急服务
响应……

一场生命抢救战，在高原高寒
地区的隆冬打响！

搜救，争分夺秒。
“我们用双手把被埋人员刨出

来。”地震发生后，定日县公安局干
警顿珠次仁和战友们在半个小时
内赶到受灾严重的长所乡古荣村，
汗水在脸上冲出一道道沟，双手指
甲缝里塞满了泥土。

“金珠玛米来啦！”看到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的灾区群众呼喊着。
武警西藏总队先头救援力量立即
抵达震区，西部战区空军出动无人
机勘察情况，第一批增援官兵中午
抵达长所乡。

橄榄绿、消防橙、应急蓝……
救援力量踏进灰黄色的废墟。

在路边一处废墟前，搜救犬来
回闻嗅。拉萨消防救援支队特勤
大队一站站长次旺班旦带领队员
搜寻，一旁的村民用手电帮忙打光
照亮。

“抓紧黄金救援期，多争取一分
钟，多搜寻一寸土地，都有可能获得
多一分希望。”次旺班旦说，地震发
生后，他们紧急驰援，搜救被困人
员，抢救物资、寻找走失的牲畜。

抢救，刻不容缓。
自治区、日喀则市和定日县、

拉孜县派出 300 多名医护人员救
灾，国家卫生健康委派出胸外、急
诊、重症、神外、创伤等领域的专家
赶赴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增援。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各级医疗
机构累计收治伤员 337名，经救治
后出院246名，仍在院治疗91名。

援助，举国行动。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下达 1亿

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灾后应急
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
拨 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自治区本级拨付自然灾害救灾资
金3000万元；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紧急调拨
棉帐篷等数万件救灾物资分批送
往灾区。

1月 8日，西部战区空军筹划组
织航空侦察、运输救援、空运空投
等行动，先后派出多架次无人机、
运输机往返震区，保障陆航直升机
应急救援。藏航、国航、东航、川航
等民航单位也全力保障空中通道，
与地面协同联动，守护受灾群众。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暖流，
在喜马拉雅山麓涌动。

各方驰援合力救灾
临时安置点内，救灾人员正在

忙碌——
电力保障人员嘎玛旦增穿梭

在蓝色帐篷间，安装、调试照明设
备，一个个临时安置点用上了电，
夜晚有了光明。

移民管理警察在给安置点内
的铁皮炉生火。他们用水和了稀
泥，糊在炉子的漏烟处，避免烟雾
倒灌，帐篷内开始温暖起来。

部队官兵给灾区群众做饭。
西红柿、娃娃菜等食材码放整齐，
午餐肉、面条等供应充足。烧开的
水冒着蒸汽，不出多久，受灾群众
就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

地震发生后，部队、应急、消
防、公安及社会各方 1.5 万余人的
救援力量在震区集结，全力抢救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

专业化的救援力量，让灾区群
众感到安慰。

7 日傍晚，西藏自治区人民医
院的流动医院抵达定日县人民医
院。医生雷彦明说：“我们配备了
手术室、检验室、车载 CT 等设备，
在目前这个情况下，能派上很大
用场。”医生们一路收治病人展开
救援。

应急管理部门集结力量，截至
8日 8时，已组织投入各类应急救援
力量共计 1850 余人、直升机 3架。
其中，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1500 余人，工程抢险、安全生产等
专业应急救援力量 260余人、社会
应急力量90余人。

多支进行卫星遥感影像解译、
无人机航测、地质调查的专业力量
也陆续抵达灾区，开展重点部位次
生灾害风险调查。“我们对多家学
校、医院、安置点进行了调查，目前

震中群众安置点已避开地质安全

隐患地带。”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

院地质环境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海波说。

充足的物资，让灾区群众感到

温暖。

一辆辆卡车装载着来自四面

八方的物资，驶向灾区。记者在各

个安置点看到，食品供应充足，保
暖设备也在陆续到位。

在已向灾区调拨 2.2 万件中央

救灾物资基础上，国家防灾减灾救

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紧急

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

向灾区援助取暖炉、电热毯等 13

万余件救灾物资。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紧急调拨棉帐篷、棉被、保暖

冲锋衣、折叠床等救灾物资4600件

（套）……

8 日，受地震影响最为严重的

长所乡、措果乡、曲洛乡3个乡政府

逐步恢复供电，为抗震救灾前线各

项工作高效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西藏自治区受地震影响的 7处受损

国省道路段均已抢通，实现双幅通

行；定日县灾区乡村通信网络服务

已逐步抢通恢复。

记者探访临时安置点看到，

不少群众点燃酥油灯，为在地震

中逝去的亲友祈福；救援人员还

在奋战，搭建起更多帐篷，发放更

多物资……

9日，经过多轮排查，各级救援

力量共搜救出被困群众 407 人，

4.75万受灾群众已完成初步安置，
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恢复生活拥抱希望
“爷爷、阿妈、弟弟、妹妹，你们

到底怎么样了？”
大地摇动，让在外的亲人们揪

紧了心。
西藏农牧学院大二学生罗布

顿珠焦急地从拉萨赶回老家定日
县长所乡古荣村，换搭了 3次顺路
车，7日深夜 23时才赶回家。他用
尽全身力气冲进村子，看到救援队
已经搭好一顶顶帐篷。

“我阿妈呢？”他逢人就问。
很快，他就在开阔地带找到自

己家分得的帐篷。这里海拔 4300
米，帐篷外最低气温已降到零下 18
摄氏度。帐篷里有政府送来的火
炉，生起火，全家人紧紧靠在一起，
很快就暖和起来。手机信号已经
连夜抢通，在外的亲人陆续打来电
话，向他们问候平安。

古荣村党支部书记次仁平措

挨个走进一顶顶帐篷，检查群众的

被褥厚度、帐篷通风情况。“能为大

家做点事，心里就踏实一些。救援

队都很忙，我尽量做好身边的这些

小事。”次仁平措哽咽着说。在这
场地震里，他失去了母亲，但自己
还来不及悲伤。

长所乡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严
重的乡镇。在森嘎村安置点，普
桑顿珠正在调试新领的取暖器，
一旁的父母把从家里抢出来的衣
服折叠整齐。

“家里的房子塌了，很可惜！”
看着父母，他又补充道，“一家人没
事就是最好的。”

说话间，有当地干部跑过来，
“首批中央救灾物资到了，有棉帐
篷、棉衣被，搭把手。”伴着一声“来
了！”，普桑顿珠披上外套小跑出了
帐篷。

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寒冷
的感觉十分强烈。但越来越多的
灾区群众吃上了热饭，喝上了热
茶，用上了取暖设施，感受到寒冬

里的温暖。

在措果乡政府旁的一处帐篷

内，炊烟蒸汽慢慢飘散。来自甘肃

的马俊云和同伴们用大锅煮面，免

费提供给过往的人们。

“我们在积石山地震时受到

了全国人民的帮助，看到西藏地
震新闻后立刻出发。”马俊云说，

“都是一家人，到我帮助他人的时

候了。”

危难之间显真情。

定日县措果乡野江村临时安

置点距离乡政府有十来公里。中

午，安置点里突然喧闹起来。几

十个孩子围绕在物资发放志愿者

旁，拿到了他们的专属礼物——

棒棒糖。

“我们来的路上，听说这边孩

子特别多，所以特意给他们准备了

礼物。”拉萨星光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野江村安置点有90个孩子，地

震发生以来，他们跟随家人一起得

到了照顾。

9 日上午 9 时，地震过去了 48

小时。

人们在奔忙之余传看着前一

天早上日喀则市人民医院降生的

一个婴儿的照片，祈愿母子平安！

新华社拉萨1月9日电

人间有爱希望永在
——西藏定日县地震48小时全记录

新华社记者 储国强 翟永冠 谢佼

危急！一场地震突袭青藏高原。
1月7日9时5分，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
“要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安排好群众基本生活，确保安全温暖

过冬”……地震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深切牵挂着珠峰脚下的受灾群众，作出重要指示。
奔赴！以生命的名义。
救援力量驰援灾区，全力开展人员救治和群众安置工作；各方各界纷纷支援，爱心

涌向这片海拔4000多米的大地。
珠峰见证！历史的镜头，将永远定格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每一幕。

让慈善更精准

国家医保局医疗救助
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启动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 徐鹏航）正值西藏定日县地

震救助的关键时期，国家医保局 9日启动医疗救助信息管理服
务平台。通过这一平台数据服务支持，相关慈善机构可将筹集
善款定向投放给地震中因伤因病住院的当地群众。

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救助处有关负责人在 9日举行的
启动仪式上介绍，此服务平台主要包括救助需求信息库、救助
资源供给库和平台运行规则库，提供需求转介服务和费用清分
服务，并建立了救助信息跟踪反馈和评价机制。慈善组织可以
通过此平台，实现分层分类精准帮扶。

数据赋能，让慈善更精准。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
臧宝瑞表示，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强与医保局信息共享和工作
协同，鼓励引导更多慈善组织积极使用医疗救助信息管理服务
平台，指导督促慈善组织依法依章程开展医疗救助工作。

据了解，中华慈善总会、北京康盟慈善基金会已各筹资
100万元，将借助国家医保局医疗救助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向
西藏定日县地震受灾群众开展定向救助。

“我们将进一步简化受灾群众医保报销手续，全力保障药品
等医疗物资供应。”西藏自治区医保局局长旺久多吉表示，将依
托医疗救助信息管理服务平台，识别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
和其他补充医疗保险及医疗救助支付后，个人及其家庭医疗费
用负担仍然较重的群众，对接慈善组织进行进一步救助服务。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滔表示，服务平台上线是多层次医疗保障
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希望未来更多慈善组织和热心人士关
注医疗救助，携手推进我国医疗保障事业和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