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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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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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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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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黄金救援期，多争取一分钟，都
有可能获得多一分希望。”次旺班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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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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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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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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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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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
区受地震影响的7处受损国省道路段均已抢通；
定日县灾区乡村通信网络服务已逐步抢通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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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萨赶回老家古荣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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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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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地震里，他失去了母亲，但还来不及悲伤。

在长所乡森嘎村安置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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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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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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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拉萨1月9日电）

人间有爱人间有爱 希望永在希望永在
——西藏定日县地震西藏定日县地震4848小时全记录小时全记录

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綦江区工商联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共绘营商环境新蓝图

高位推动
招商监督促进项目落地

招商引资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的重要引擎。近年来，綦江区委、区
政府将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作为推
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措施，为綦江区工商联开展工
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我们要把打造‘全国一流、全市
领先’的营商环境高地作为总目标。”
綦江区工商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綦江区工商联在招商

监督方面下足了功夫。
2024年，綦江区工商联牵头负责

区招商引资监督服务工作，创新性地
推出了《綦江区招商引资监督服务工
作机制（试行）》。该机制不仅成立了
专门的监督服务工作机构，还明确了
监督服务的工作流程，通过设立投诉
电话、实地调研、会议研讨等多种方
式，对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全
面梳理和督促解决。

以重庆裕能新材料有限公司为
例，该公司是綦江区2024年招商引资
的重点项目之一。在綦江区工商联
监督服务的推动下，该公司项目进展
顺利。预计全部建成达产后，年产值
可达到16亿元，年综合税收700万
元，解决就业约100人。

綦江区工商联相关负责人说：
“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的监督服务，
确保每一个招商项目都能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大走访大谈心
政企沟通无障碍

“这次走访真是雪中送炭，帮了我
们大忙！”近日，綦江区工商联在“大走
访大谈心”活动中，走访了重庆聚源塑
料和綦铝科技两家公司，发现其保温
材料存在销售难题，而区内建筑业和

装饰装潢行业商会正急需此类产品。
对此，綦江区工商联迅速行动，

搭建起商会与企业间的交流合作平
台，促成两家企业成功加入商会并达
成多项合作意向。

2024年以来，綦江区工商联高度
重视企业诉求，通过“大走访大谈
心”、企业家座谈会、联合多部门现场
回应问题等方式，已解决40余个民企

难题。同时，与綦江区政务服务办联
合开展“綦心办”绿色通道服务，办理
急事159件，推广“渝商e服务”“企业
吹哨·部门报到”线上服务平台，实现
民企诉求线上闭环解决。

为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綦江区还开展了“千人进千企”
行动，482名干部深入700家重点企
业，目前已收集并解决396个问题。

并通过编印稳企惠企政策汇编，开展
线上线下政策宣讲，深入调研企业产
业链、供应链等，为民营企业提供全
方位支持。

此外，“万企兴万村”行动也在綦
江区取得了显著成效，50余个商会、
企业与结对村精准对接，实施了625
个“兴村”项目，投资经营类项目投入
达 15 亿元，公益捐赠类项目投入
2687万元。

“我们将继续深化‘千人进千企’
和‘万企兴万村’等行动，为企业提供
更精准、更高效的服务，助力民营经
济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綦江区工
商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搭建平台
拓宽企业发展道路

“真没想到，通过工商联的融资
平台，我们能这么快就拿到贷款。”
日前，綦江区建材商会副会长艾正伟
因扩建厂房急需流动资金，正愁无处
筹款时，恰逢区工商联工作人员宣传

“工商联·会长贷”金融产品，迅速帮
助他获得了所需贷款。

这正是綦江区工商联在金融赋
能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效之一。在
綦江区工商联的推动下，该区成功对
接了9家银行，建立了融资平台，并广

泛推广了“会长贷”等金融产品，有效
缓解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据綦江区工商联相关负责人介
绍，他们不仅积极收集并推送企业的
融资需求，还与邮储银行联合举办了
金融赋能签约仪式，授信放款金额高
达79.65亿元。

此外，綦江区工商联还深度开展
对外交流，组织商会、企业家代表赴
上海、山东、河北、海南等多地考察学
习，并建立商会联盟，为企业搭建了
更加广阔的交流平台。同时，积极推
动规范发展，通过指导成立商会、开
展清廉建设、进行行业整治等工作，
为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强化企业维权服务方面，綦江
区工商联协调成立了检察护企工作
站，引导企业合规经营，并加强与市
维护权益协会的协作，开展了一系列
维权活动。此外，还成立了中朵、公
正云、多元解纷商事调解中心3家，有
效减少了企业的诉讼成本，为营造法
治化营商环境作出了积极贡献。

“未来，我们将继续搭建出更多元、
更高效的平台，为企业提供更全面、更
优质的服务，助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脱颖而出，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綦江区工商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贺娜 姚兰
图片由綦江区工商联提供

在綦江区这片经济发展

的热土上，优化营商环境不仅
是经济发展的先手棋，更是激
发市场活力的金钥匙。

2024年，綦江区工商联
在綦江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牢牢把握“两个健康”主
题，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为核

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民
营企业搭建起发展的高速路，
共同绘制出一幅幅政商和谐、

经济繁荣的美好画卷。

贵阳綦江商会回綦江考察交流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1月9日晚上9∶30
分，重庆首批救灾物资抵达定日县临时物资库。该物资库位于定日
县白坝村，靠近珠穆朗玛峰国家自然保护区。

首批救援物资包括800件棉被，38台发电机，折叠床200张，皆
是灾区比较需要的生产生活物资。

在重庆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下，市援藏办根据灾区急需救援物
资清单，紧急调度我市物资储备，并发动企业捐赠。目前，已筹集到
价值500万元的急需物资，包括发电机700台，以及帐篷、棉被、棉衣
棉裤、毛毯、取暖器等。

1月9日凌晨1∶50，重庆首批救灾物资抵达江北国际机场航空

货运港。
上午8∶20，救灾物资搭乘西部航空PN6885航班，从江北国际机场

出发，11∶20到达日喀则和平机场。随后，又马不停蹄送往定日灾区。
又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1月9日下午6时，按照

国家卫生健康委统一调派，重庆市赴日喀则医疗救援专家组奔赴西
藏日喀则。

据重庆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医疗救援专家组一共4
人，均为来自重医附属儿童医院的重症医学专家骨干，他们分别是主
任医师刘成军、副主任医师熊小雨、护师谭晗和叶昌洋。他们将前往
地震灾区对受伤儿童进行救治。

重庆首批救灾物资抵达定日县
重庆市医疗救援专家组奔赴日喀则

1月9日，受
灾群众在措布村
卸载救灾物资。

新华社发

1月8日，定日县长所乡通来村的受灾群众
措姆抱着自己的孩子在领取志愿者送来的御寒
衣物。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