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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23日，四川南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冒雨赶到芦山县偏远山村，为受灾群众送去药品。 本报特派记者 陈文进 摄

志愿者维持秩序

基本会排队

“灾区缺水缺粮，受灾群众哄
抢物资？”这被许多没有亲临灾区
的人广为议论，也让灾区管理方
的物资发放秩序面临质疑。但记
者近几天在灾区观察发现，领取
物资时确实存在个别排队秩序差
的现象，但没有出现“哄抢”。

23日中午时分，芦山县城迎
宾大道上聚集了许多受灾的居
民。道路两旁免费发放方便面、盒
饭的站点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在成都军区热食供应站前，
今年46岁的高宪蓉站在长长的队
伍中。她告诉记者，前两天家里还
有点米，做了两天稀饭后吃没了。
虽然有企业以及社区给家里发了
点方便面，但她还是想给10岁的
小女儿弄点蔬菜吃，“孩子上火，
还拉肚子了。”

迎宾大道两旁，既有军队设
立的食品供应点，也有爱心企业、

爱心组织设立的免费食物和水的
供应点。每当饭点，各供应点前基
本都会排起长队。

“昨天中午，排了3个小时队
才领到了盒饭。”高宪蓉和记者交
谈时，一位志愿者一边维持着排
队的秩序，一边喊，“老人、孩子优
先。”不时，志愿者将队伍后面的
老人、孩子领到前面。

秩序差的情况仅少量存在。
在芦山县人民医院门口一个免费
送粥和面包、牛奶的点上，到芦山
县医院就诊的彭女士，原本想在
这儿给3岁的孩子领点牛奶，看到
不排队的情况，她嘟囔着走开了。

“有一个人不排队，后面就都围上
了。”

不久，几个志愿者赶来维持
秩序，人们很快排起了队伍。

走十里地领遮阳伞

物资发放信息不畅

23日，芦山县金花社区的居
民正在有序地领取帐篷。

“谁领了，谁没领，我们都知
道，因为认识这些居民。”社区党支
部书记及相关负责人在组织发放。

“能不能直接将物资发给村
民？”22日，在龙门乡抗震救灾指挥
部前，一位志愿者向相关负责人询
问。该负责人表示，为了防止重复
发放等情况出现，他们会让各村组
的村组长组织发放，“村民之间都
相熟，不会出现重复或漏发。”

记者在芦山县许多爱心企业
设立的物资发放点了解到，大部
分企业向灾民发放物资都不会登
记。记者在不少社区了解到，不少
居民领到了前一天企业发放的遮
阳伞，当天又领到了政府统一组
织发放的帐篷。“我们在那儿领遮
阳伞的时候也不用登记。”一位领
到遮阳伞的居民说，当地社区也
不知道谁领了。

也有部分志愿者或爱心企业
愿意直接发放给灾民。22日，记者
碰到了一位叫赵志刚的志愿者，
他自己骑自行车带着一些方便面
和矿泉水，向有需要的灾民发放。

“我是黎明村余坎组过来的，
离县城十里路左右。”在一支领取
遮阳伞的队伍里，赵女士背着一
个大篓子。她前一天听说县城有
企业免费发放遮阳伞，才冒雨赶
到县城的。

虽然赵女士所在的余坎距离
县城不是很远，但村里人根本不
了解县城的发放信息，“今天来了
一看，不发了，发完了。”村里没有
足够的帐篷，赵女士本来是想拿
遮阳伞做帐篷的，最后她只能多
背了些矿泉水回家。

偏远地区物资匮乏

考验政府协调能力

虽然芦山县城迎宾大道两旁
有许多企业设立了物资发放站
点，但就是在距离城区只有几千
米的金花社区，许多居民已经面
临着“断米”的威胁。而在受灾较
重的龙门、宝盛等地物资相对更
短缺。

由于进入灾区车辆太多，22

日晚上，雅安市决定，外来的物资
运输需统一运到雅安市多营镇华
峰物流中心，当地统一用车辆运
往灾区。

22日上午，在这家物流中心
大院，几十辆车停在院里，车间里
到处是年轻的志愿者，他们在忙
着装车、卸车、倒车，这些物资大
部分是矿泉水、方便面以及其它
一些生活用品。而在调配物资的
时候，记者注意到，一些帐篷的支
架结构由于和车辆不匹配，难以
运输。

在记者几天的采访中发现，
少数乡村仍然存在帐篷缺乏的情
况。21日、22日，记者来到宝盛乡
和龙门乡看到，许多村民仍然住
在自家搭建的简陋帐篷里，顶部
多是只用一件塑料布遮盖，防雨
性能较差。

龙门乡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
人表示，许多物资暂时不能运到
的地方，多是因为交通受阻，物资
进不来，但这只是暂时情况，相关
应急部门也正在加紧协调。

走10里地也没领到物资
协调应急如何顺畅有序
本报特派记者 李钢 董钊 刘伟 4月23日发自芦山

汶川让雅安成熟。有秩序，是外界对雅安地震之后社会生态的评价之一。从政府到社会，无论是国家层面应急、社会整整体运转，还是救援行动、地震里的

种种细节，都在有序运转。美中不足的无序和失序也是存在的，物资分拨调配体系，救灾救援信息的畅通和沟通，以及及政府与志愿者组织的对接、调度，仍有

进步空间。今天，本报选取震中芦山县这样一个观察点，试图从震后灾区的社会秩序观察中，提供能够促进进步的善意意和建议。

由于志愿者的存在，芦山灾区物资发放点和救助点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基层村组织和负责人的组织，也避免了物资的的

重复发放。但问题并不是不存在，物资发放信息不畅通，有村民走10里地到县城，也未必能领到物资。而物资调配不平衡，也

在考验政府应急协调能力。

近几天，记者在芦山县进行观察，展现震后灾区的有序和需要调整的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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