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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抱团行动听调度，物资发放不均仍存在

有有一一种种期期待待叫叫有有序序

云南已接收

捐赠款物２亿余元

据新华社北京８月６日电 民政
部网站６日发布消息称，截至６日１６
时，云南省共接收社会救灾捐赠款物
合计人民币２３７５４．１７万元，其中资金
１４４６４万元，物资折价９２９０．１７万元。

根据灾区需求，８月５日，民政部
将新采购的１万个帐篷应急灯紧急
从厂家直接调拨运往灾区。目前这
批物资已通过航空和公路运输等方
式发出，预计于７日运抵灾区。此外，
民政部协调北京、广东、福建３省

（市）民政厅（局）向灾区支援５万条
毛巾被、５０００条毛毯、２．２８万套衣
服、２５００件短袖衬衣、２．４万个手电
筒和２０００件雨衣。

截至６日１６时，民政部门已运抵
灾区帐篷３１０５０顶、指挥帐篷４顶、简
易厕所５０座、彩条布１２００件、折叠床
１７０００张、棉被２９５００床、大衣２５０００
件、衣服２００００套、雨衣４０００件。灾区
已发放帐篷１２３６５顶、简易厕所４座、
彩条布１８８７件（含捐赠）、折叠床
１０１７４张、棉被１５１００床、大衣３８２０４
件（含捐赠）、衣服４６２０套、大米１７６
吨、矿泉水２４４４６件、方便面９４１８件、
牛奶５０５件、食用油３２２０升、饼干
１６５７件、各类药品２３２６件等。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微视记录震区实况

本报讯（记者 崔京良） 云南
鲁甸6 . 5级地震发生后，本报立即派
出全媒体记者与其他记者一起赶赴
震区，用视频记录震区灾情和抢险
救灾的感人场面。

5日，本报全媒体记者林振在昭
通市第一人民医院见到了9岁女孩彭
应欢。女孩的母亲在本次地震中遇
难，父亲也受了重伤。应欢骨盆骨折，
肝脏破裂，右肺被挤压40%。国家卫计
委专家为她进行会诊，记者林振用视
频记录下了会诊现场，并迅速发布微
视。“快点康复，小姑娘。”微视发出
后，立即引来几万名网友的关注。一
名网友留言称：我故乡经历了汶川大
地震，对所遭遇的困难深有体会，加
油灾区的同胞们，共同渡过难关。

这是本报第二次用视频报道地
震灾区的抢险救灾情况。去年四川
雅安地震发生后，本报第一次派出
全媒体记者深入震区采访，在业内
引起强烈反响。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地震灾
区的实况，请关注本报在新浪的官方
微博，本报全媒体记者将把更多感人
的动态画面呈现给读者和网友。

6日，抗震救灾
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进入灾区的救援人
员和车辆已趋于稳
定。来自各地的救援
单位和团体在抗震
救灾前线指挥部的
调度下有条不紊地
前往各受灾地点。

云集在震中昭
通市鲁甸县龙头山
镇的救援人员数量
明显减少，大家领到
任务后各自行动，自
发前来的志愿者也
被统一纳入救灾管
理调度，从事力所能
及的救援作业。

物资缺少信息是否有专人调配
信息不对称导致物资分配不均

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
震、雅安芦山地震等救援经历，
让震后救援行动都有了更多实
战经验和提升。

壹基金前方救援行动负责
人姚遥6日表示，经过雅安救援
磨合，生命救援和物资发放的
匹配衔接以及救援队之间的相
互帮助更加娴熟。比如，在救援

之初，以生命救援维护中心展
开救援，物资发放遍地开花。而
在救援后期，救援队会把核心
灾区的情况反馈给救援联盟，
协助他们发放救援物资。

但也不可否认，此次地震
救援中，救灾物资和救援队伍
的调度，仍然存有一些问题。

6日，海尔官方微博就称，

“海尔为鲁甸震区捐赠了价值
百万的应急物资，这批物资移
交给当地民政部门后，海尔车
队要求拉食品驶进震区分发给
灾民，但被指定开赴水磨镇。水
磨镇受灾并不严重，食品储备
充裕。奔赴震中龙头山附近光
明村的海尔另一分队，则探知
该地食品短缺。看着被存进库

房本该应急的食品，小海很困
惑。”微博问，“撤离的路上还看
到了恒大与加多宝的物资车队
驶进。水磨镇只有10380人，究竟
需要多少物资？”

震区一些救援参与者也认
同，救援物资和救援力量要统
一调配，归根结底是要实现救
援行动的最高效率。

外来个体志愿者会不会帮倒忙
请当地人做向导，抱团行动

“我们18人的志愿者队伍
是今天在龙头山镇临时成立
的，为的就是拿到指挥部运送
物资的任务。”欧明正是这个团
队的临时队长。他说，前往灾区
现场的个体志愿者，都会首先
来龙头山镇龙泉中学前线指挥
部领取任务。“比如徒步运送生
活物资，我们从红十字会设在
指挥部的临时调度点领取任

务。”欧明正说，要运送一定的
量就需要一定的人群，他和17
名志愿者自由组合，物资送完
他们还需要“返回交差”。

6日，18名志愿者为龙头山
镇银屏村雷家坪社运送了30件
方便面、4件压缩饼干、3件水，20
多公里山路徒步走了五个多小
时。“我们很想为灾区做点事，
有时又不知道做什么，这样领

取任务的方式我觉得挺好，很
多志愿者也在这么做。”

记者注意到，一些在外打
工的当地人因为地震赶回家探
亲，当发现自己家受灾不是很
严重时，索性来到重灾区做起
了志愿者，由于他们对当地环
境较熟悉，其中很大一批人充
当了外地救援队的向导。

在绍兴一家服装工厂做厂

长的陈必信就是其中一员，“这
是我的家乡，受了灾，无论离得
多远都要赶回来。”陈必信4日
从杭州坐飞机赶回昆明，一路
辗转回到鲁甸县，通过电话跟
家人取得联系后，得知家里受
灾较轻，直接来到震中指挥部
领取任务，他的任务是作为向
导带领外地救援队进入银屏
村。

选择搜救地点是否会扎堆
各救援单位接受统一调度

“今天去了龙井抢修道路
并开展搜救，明天去哪里还要
等待调度命令。”6日傍晚，一名
来自成都军区的救援士兵正在
龙头山镇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
收拾帐篷等物品，当晚他们将
整装待发前往另一个地点，并
在那里设置帐篷住宿。

指挥士兵收拾物品的一名
营级军官说，一天的忙碌之后，
他们刚返回就接到指挥部要求

收拾行装的命令。“要前往哪个
救灾地点还不清楚，应该比较
远，需要步行三小时以上。”该
军官表示，自5日开始，各救援
单位都要接受调度实施救援，
避免一个救灾点重复搜救。

“前天我们去八宝村开展
搜救，结果村民说已经有救援
队搜索过了。”国家地震灾害
紧急救援队的一名队员称，他
们到了受灾村后才发现，此前

已有两支救援队开展过搜救。
“一支是昭通消防救援队，一
支是民兵救援队，重复搜救浪
费了太多的救援力量，72小时
的黄金救援时间就这样浪费
掉太可惜。”队员称，今天他们
前往银屏一带开展搜救，这次
他们成功救出了一名受伤的
灾民。

“对路况不熟，有些受灾
点救援队扎堆，现在好多了，

基本不会重复，但还是有区域
救援队没有覆盖到。”在龙头
山镇翠屏村前往银屏村的山
路上，一名徒步前进的救援队
员说，他和队友刚才被告知，
银屏村南部的六个社还没有
救援队员进入过，受灾情况很
严重，队员们打破划定的救灾
区域准备前往。“区域是死的，
人是活的，哪儿需要就得去哪
儿。”

信息速递

紧急救援阶段结束还需要援助吗
志愿者先不要急着撤走

2012年9月7日11时19分，云
南省昭通市彝良县与贵州省毕
节地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
县交界发生5 . 7级地震。日本人
河原启一郎从西安辗转到达彝
良时，地震已经过去了整整14
天。虽然不是震后第一时间，但
河原觉得自己来得还是时候，
而看到当地一家NGO组织里留
下来的志愿者已经为数不多
时，他不解地问：“志愿者怎么
都走得这么快？”

支援过东南亚及日本的地
震，按照河原一贯的印象，灾难
发生后，越到后期越需要更多
志愿者参与。而在9月18日，彝良
县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宣称，地震
紧急救援阶段全部结束后，小县
城里曾一度多达3000人的志愿
者群体顷刻间不见了。

做心理援助的志愿者方若
蛟还记得就在几天前，彝良县
罗炳辉纪念广场上的临时避难
营里，各路心理咨询师轮番去

帐篷里给灾民做心理援助。“有
位心理咨询师头一天还在微博
上说刚到灾区，第三天和他通
电话时，却已经在昆明朋友的
家里做客了。有些人过来就是
为了在现场留张照片。”

经历了汶川地震、盈江地
震等灾难的救援，方若蛟很淡
定地看待每一次灾难后志愿者
潮水般涌来，又如潮水般退去，

“他们（志愿者）事发后会马上
赶过去，然后呆个三五天就走，

一个月后灾区基本上不剩下什
么人，三个月后还能留下来的，
那是一小部分真正想静下心来
做点儿事的。”

“毋庸置疑，这里是需要志
愿者的。”NGO组织益行工作组
的工作人员杨振美说。他们要
去村子里挨个搜集受灾情况，
以便更有效地给灾民提供物质
救援，不过这是一项细碎而又
庞杂的工作，现在看来，人数捉
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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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８人、４１０人、５８９人……３日发生的云南鲁甸地震，连日来迅速攀升的死亡人数，让人揪心。一
边是不断增加的伤亡数字，一边是与死神赛跑的救援队伍。经过最初的短时混乱之后，整个灾区的
救援工作正变得日益有序。以往地震的救援经历，也让震后救援行动有了更多实战经验和提升。

昭通强震直击·回望72小时

本报记者 王兴飞
田宇 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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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家人的女孩独自在路边伤
心。 本报特派记者 戴伟 摄

志愿者把带上来的食品送给村民。 本报特派记者 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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