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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齐中熙 张海磊

十年前的5月12日，一场大地震，撕开了中国西
南角一道伤口，也震痛了国人的内心。这场地震带给
我们的不仅是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也对我国灾害应
急救援体系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
起，每年的5月12日作为全国防灾减灾日。设立全国
防灾减灾日，既表达了对地震遇难者的哀思与纪念，也
顺应了社会各界对中国防灾减灾关注的诉求。

十年上下求索，我国灾害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日益
完善，防灾减灾“剑”“盾”磨砺得日益坚实，党和人民的

“守夜人”整装待发。

充实队伍，完善装备，铸造快速直抵
灾区的“先锋”

2017年8月8日晚，一场里氏7.0级的地震发生在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震后30分钟
内，成都市消防“飞豹”救援队集结完毕，连夜兼程12
小时来到九寨沟县大录乡受灾较为严重的亚录寨侦查
受灾情况并参与救援，成为成都市消防第一支到达震
区的队伍。

这样一支行动迅速、反应灵敏的救援队，是四川省
消防应急救援22支重轻型地震救援队中的一员，也是
我国涵盖各省区市县级3000余支地震救援队中的代
表。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地震灾害紧急
救援体系，这一体系以解放军、武警部队为突击力量，
以消防、安全生产、地震专业救援队为骨干力量，以企
事业、社会基层救援队和志愿者队伍为辅助力量。”国
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说。

有这样一份数据的对比：2008年，我国共有国家
和26个省级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总人数约4200
人，其中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人数为222人；十
年之后，我国已建成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1支、
480人，省级地震救援队76支、12443人，市级地震救
援队1000多支、10.6万人，县级地震救援队2100多
支、13.4万人，地震救援志愿者队伍1.1万支、69.4万
人。

变化的不仅仅只是人数，装备上的升级换代也是
日新月异，并在历次地震救援中发挥了关键的“先锋”
作用。

“当时我们手中的工具就只有铁锹和手镐，在小的
封闭环境中救人时，更多只能靠手挖。”当年参与“5·
12”汶川地震救援的四川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
心主任侯建明说。

在现代交通意义上，遭受地震重创的地区几乎“与
世隔绝”，没有吊车，没有挖掘机，大型救援机械工具的

缺乏成为当时救援队伍最头痛的问题。在救援时，不
少救援队员更多依靠铁锹、钢钎与血肉之躯，在废墟中
进行搜救。

“现在的装备与之前相比要强了很多，无论是可以
装载300多件救生器具的地震救援车，还是性能堪比
国外悍马的猛士救援车，还有海事卫星电话、雷达生命
探测仪、侦察无人直升机等，都是我们现在应急救援必
备的装备。”成都市消防支队宣传科科长周才钧说。

加强后勤保障，完善物资储备，保障
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5·12”汶川地震救援，是四川省宜宾市消防支队
的李院生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救援行动，那时的场景
对他来说依然历历在目。“渴了喝凉水，饿了啃方便面，
困了倒地就睡。虽然前期做了准备，但还是存在不
足。”

“5·12”汶川地震震坏了大多数公路，在汽运交通
工具无法到位的情况下，四川省消防临时抽调400多
名官兵组成后期保障突击队，在汶川县漩口、映秀等灾
区徒步进行接力背运，尽可能保障现场官兵的给养需
要。虽然只有短短5公里路程，但每次往返都需要5、6
个小时。

人们意识到，灾区后勤保障能力是保障救援的关
键力量。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四川省消防开始瞄准大规模、
非常规灾害事故处置的需要，配备更先进的辅助装备；
增加睡袋、风镜、口罩、医疗箱、帐篷、炊具和生活保障
车等野外长时间作战保障物资储备……在打造现代化
战勤保障体系的道路上，四川省消防日趋成熟。

2013年4月20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
级地震。震后30分钟内，成都市消防支队配备提前准
备好的蔬菜、水果和粮食，集结11辆携带工具、装备的
战勤保障车辆，奔赴前线。

2017年8月8日九寨沟县发生地震后，四川省消
防迅速调集18个支队131名战保人员、66辆战勤保障
车辆，携带25顶帐篷、50余张行军床、200余床被褥和
口罩、消毒液、药品等开赴前线。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样一支现代化的消防后勤
保障队伍是我国灾害应急救援保障和储备体系不断健
全的一个缩影。

“十年来，我国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取得较大
成效，已建立起了从中央到省到市再到县的四级救
灾物资储备体系。”据国家减灾中心总工程师杨思全
介绍，全国目前已建立起 19个中央救灾物资储备
库，60个省级救灾物资储备库和省级分库，240个地
市级储备库和2000多个县级库的储备网络，确保自
然灾害发生的12小时内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能够得
到初步救助。

而在物资储备方面，目前中央救灾物资储备有三
大类17个品种，包括帐篷、棉大衣、棉被、睡袋、折叠
床、折叠桌椅、简易厕所、场地照明设备、苫布、炉子和
应急灯等生活类救灾物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
政共投入救灾物资采购资金近10亿元，中央救灾物资
储备库常年存储价值10亿元的中央救灾物资，第一时
间可保障80万名紧急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

“及时得力的后勤保障，充足完善的物资储备，为
受灾群众搭建起安全温暖的庇护所，切实保障好受灾
群众基本生活，让党和人民放心。”杨思全说。

织密网络，提升能力，编织现代化灾
害预警体系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自然
环境，前者的可控性相对较高，后者在全球气候变化的
背景下处于高风险的状态。

“最近三百年，全人类死伤10万人以上的事故灾
难一共有50起，其中26起发生在中国。”中国安全生
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表示，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
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地域分布广，发
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这是基本国情。

如何在相对不稳定的自然环境中实现经济社会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灾害监测预
警体系就显得非常必要。

“汶川地震发生后的十年，我国经历了诸如玉树地
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芦山地震、‘威马逊’台风、鲁
甸地震等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在一次次抗灾救灾
的过程中，我国的自然灾害应急预案体系和能力建设
也在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闪淳昌说。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这是我国逐步形成的自然
灾害应急预案体系，结合这一体系而出台了自然灾害
救助、防汛抗旱、地震地质灾害应急、重特大森林火灾
处置、医疗卫生救援、气象灾害防御、通信保障等专项
预案。各省、市、县均编制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等基层预案建设也得到了重
视和推动。

同时，由多个部门通力合作而完善的灾害监测预
警体系也基本建立了起来。江河洪水、农情和农业有
害生物、干旱和暴雨、森林火险、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
病、地震速报、海洋观测等监测站网得到进一步完善，
站网密度不断加大，各类监测设施和平台通过及时收
集上报灾情，预警预报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得到明显提
升，获取灾害预警预报时间显著提前，覆盖率明显扩
大。

“建立完善的灾害监测预警机制，编织现代化的灾
害监测预警体系，有些突发灾难事件就能够规避，有些
伤亡就可以减少。”张兴凯说。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十年铸“剑”“盾”
——我国日益完善的灾害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5月12日，小朋友在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体验应急逃生装备。
当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举行公众开放日活

动。地震、消防、卫生、通信等多个部门联合开展应急救援演练和防灾减灾宣传
教育，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参与。 ■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
举行公众开放日活动举行公众开放日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
王优玲）住房城乡建设部与财政部、
人民银行、公安部四部门近日联合发
布《关于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
金工作的通知》，要求优先支持提取
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提取额度要根
据当地租金水平合理确定并及时调
整。重点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在缴
存地或户籍地购买首套普通住房和
第二套改善型住房，防止提取住房公
积金用于炒房投机。

通知要求，对同一人多次变更婚姻
关系购房、多人频繁买卖同一套住房、

异地购房尤其是非户籍地非缴存地购
房、非配偶或非直系亲属共同购房等申
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要严格审核住房
消费行为和证明材料的真实性。

通知指出，一些机构和个人通过
伪造证明材料、虚构住房消费行为等
手段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有的甚至
形成骗提套取住房公积金“黑色产业
链”，扰乱了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削
弱了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互助性和保
障性。为保证住房公积金制度稳健
运行，依法维护缴存职工权益，决定
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

住建部等四部门：

防止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炒房投机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者
叶昊鸣 张海磊）记者12日从汶川地
震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第四届大陆
地震国际研讨会上了解到，通过对我
国首颗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
号”传回的数据进行分析，将为地震
监测研究提供一定科学依据。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发生大
的地震前，地球磁场都会发生一定的
变化，‘张衡一号’通过监测地球电磁
场的变化，进而为地震监测研究提供
科学依据。”中国地壳应力研究所总
工程师申旭辉说。

使用卫星进行监测有哪些好处？
据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副司长赵坚
表示，与以往地面观测站监测相比，卫星

“站得高”，“看得远”，可以对全球进行动
态的观测，是目前最现代化的工作手段。

据赵坚介绍，由于卫星不受地理
位置的限制，还将承担提供重要信息
保障和支持的任务。“我国已发射多
颗通讯卫星，可以在地面被损毁的情
况下撑起灾区生命线的沟通，目前我
国已经自主研制出可以在重大灾害
发生时进行沟通的地震手机，将极大
提升救援效率。”赵坚说。

“张衡一号”将为我国地震监测
和预报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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