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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天雪地中的冰天雪地中的““较量较量””
———— 玉树抗击雪灾见闻玉树抗击雪灾见闻

持续多次大范围雨雪冰冻天气，让玉树藏族
自治州笼罩在一片银色世界里。2月 12日，记者
与州县党员干部一同走进受灾现场，了解感受人
民群众与这场自然灾害的“较量”。

扫雪通路

早上八时天气一片朦胧，升起的太阳似乎也
抵抗不过这场雪的寒冷，躲在云里不肯出来。

驱车行驶杂多县方向，一路白色雪花依旧在
飘落，与远处的天混为一色。道路两旁，不时可以
看见零散的羚羊、藏野驴、藏狐等野生动物从山下
前来觅食。大雪带来的饥饿感已让它们顾不上平
日对周围环境惯有的警觉。

途经玉树市上拉秀乡，乡政府里已经开始变
得繁忙，乡长格扎带着干部们正趴在装载机上检
查设备，添加柴油。

“上拉秀是途经杂多县的重要路段，由于道路
结冰现象严重，从元月中旬起，我们就开始每天清
扫积雪，通路。牲畜是老百姓的命，牲畜的饲草料
运输是关键，我们要保障好。”乡长格扎说。

为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维护人民群
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上拉秀乡政府提前准备，调
配的装载机每天进行铲雪工作，当地群众也积极
主动参与，这让乡党委书记吉松保很欣慰。“最害
怕的就是群众们的情绪，可没想到大家积极性很
高，只要路通，就有草料，就有粮，群众就有力量。”
吉松保说。

雪中送炭

临近晌午，沿路一辆辆装满干草料的货运车
有的停在路旁卸草料，有的还在马不停蹄地赶往
杂多方向。路上的车流量相比平时显然多了很
多。

在海拔 4750米的查乃拉卡山垭口，为了能让
牧民群众优先翻过山，将草料平安送回家，货车
整齐地靠边排着队，耐心等待。

西藏昌都的货运司机额保天没亮就从家载
满了饲草料赶来。“家里的草料是育肥用的，前几
天看新闻说这边有雪灾，牛都吃不上草，我就赶
紧把家里多余的拉过来，不是想着卖多少钱，就
想着多帮帮忙。”

听闻有送货的饲草料货车，当地群众也纷纷
开着自家的小车过来拉草料。上拉秀加桥村村
民旦周家一次性买了2000元的饲料。

“路通了，粮草也有，就不怕了，政府在帮我
们，我们自己也要积极，不能说下了大雪啥都不
干，啥也不敢干了。”村民旦周说。

途中记者听到最多的就是群众自救，这让许
多干部都没想到，比起以前，面对灾害群众已变
得更勇敢，更聪明。这与各级政府引导百姓开展
饲料基地建设，第一时间积极开展救援工作密不
可分。

百姓靠山

到达玉树杂多县扎青乡，已是傍晚，此时降雪
量达到了当天最大，积雪漫过脚踝，走起路来都显
得费劲。

扎青乡干部索南达杰正带着乡镇的工作人
员，将所需物品棉被、食品、草料等装车。

“这里有十一台车。每天都会给受灾严重的
群众送去，条件好了，有了车很方便，牧民看见我
们来，他们心里也就不怕了。”索南达杰说。说罢，
索南达杰将一面党旗插在了车上出发了，鲜红的
旗帜在皑皑白雪下显得格外耀眼，格外引人注目。

灾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迅速就应对灾害
做出安排部署，省农业农村厅安排专人赴玉树受
灾地区指导抗灾救灾工作。

截至目前，玉树州政府已调运抗灾救灾饲草
料5850吨，调配几十台机械设备保障疏通道路，联
络保险理赔人员积极核算审查牲畜死亡情况，为
牧民降低损失。

玉树州政府以“减畜就是救灾，出栏就是降
损”的理念，积极引导受灾牧户转变“惜售”观念，
鼓励牧户抓住政府支持政策出售自家牲畜，回笼
资金。

“老百姓说这场雪十年一遇，而我们干部和群
众一直走在一起，听取老百姓的意见，一同战胜困
难。雪灾来了不可怕，有这么多人齐心协力抗灾，
有党和国家做有力的后盾，我相信很快就会过去
的。”杂多县副县长伽马桑周说。

（来源/青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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