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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中午12点半，云南武警边防总
队在鲁甸县龙头山镇举行简短仪式，
送别在抗震救灾中英勇无畏、献出了
自己24岁宝贵生命的武警战士谢樵。
一百多名官兵分两排肃立、敬礼，目
送车辆缓缓离开，一位当地居民走
在灵车前抛撒着纸钱。

谢樵的命运，牵动着万千网友
的心。一名网友在微博中写道：天妒
英才，但年轻需要热血和勇敢！为人
民而死，重于泰山！据了解，谢樵的
追悼会将于12日在昆明召开。

8月4日13时，有人被困在堰塞
湖的对岸，谢樵向领导请战：“我年
轻，身体好，懂水性，我先来！”谢樵
跳入堰塞湖游往对岸，即将上岸时，
余震发生，谢樵被落下的山石击中，
消失在湖水中。8日上午9时45分，谢
樵的遗体在湖面被发现并打捞上
岸。 据法制晚报

大多民间救援组织适合紧急救援

适适时时撤撤离离也也是是一一种种有有利利选选择择
近年历次地震灾害，民间救援力量都快速到达灾区，在紧急救援阶段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在紧急救援阶段结束后，相当多的救援队志愿者就如潮水般离去，人们不免疑惑，这
是热情减退还是后勤乏力，抑或另有他因？

专业性分工有别，长期支援没必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后各

阶段的救援重心也有变化。一
般而言，地震救灾分为三阶段，
灾后72小时为第一阶段，主要
进行紧急搜救；灾后四到八周
为第二阶段，主要实施灾后安
置，包括建立儿童服务站、日用
品持续发放等；第三个阶段的
灾后重建是个系统工程，在重
建硬件设施的同时，还要对灾
区的儿童、个别受灾群众提供

心理康复设施和服务，这个阶
段要持续到灾后一两年，甚至
更长的时间。

壹基金公共参与中心总监
姚遥介绍，三个阶段的工作对
于救援人员的素养有不同要
求。“如果说我们这次救灾有何
不同，可能就是模块化项目需
检验。比如，灾后不仅仅是简单
地安置与重建的问题。”姚遥
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从雅

安地震开始，他们就尝试在灾
区建立儿童服务站，可以对灾
后儿童进行照顾，满足了对孩
子进行心理抚慰的需求，同时
为志愿者在灾区长期支援提供
了基础。

并不是每支民间救援队
都具备壹基金这样在三个阶
段进行援助的条件。“主要是
救援的专业性问题，随着灾
情的发展，需要不同专业的

救援队展开救援工作，比如
灾后心理服务就需要心理医
生等专业人士，不是每个人
都能做的。”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
全国绝大多数救援队主要职能
都是进行紧急救援，当紧急救
援结束后，他们在灾区所能发
挥的作用不大，在这样的情况
下，紧急救援队撤离灾区也就
不足为奇了。

文/本报记者 张泰来 王兴飞 实习生 周国星 片/本报记者 戴伟

“粮草”不足，难以长期驻扎
8日上午，震中龙头山中心

小学校门对面一处房屋废墟
处，来自安徽萧县的一支民间
救援队全体成员在红色横幅下
拍了一张合影，为他们的抗震
救灾之旅画上了句号。

“现在已经过了72小时黄
金救援时间，救援队今天就解
散了，剩下的还是留给部队救
援官兵吧。”救援队副队长郑玉
虎说。据记者在救灾一线的观
察，在灾区待了三四天，一过紧
急救援阶段就匆匆离去的救援
队不在少数。昭通机场候机厅
一工作人员表示，8日下午光她
一人就注意到至少四支救援队
伍从这里搭乘飞机离去。

可以预想在未来两三天
内，会有更多的民间救援力量

离开。这样的情况并不是第一
次出现。2012年云南彝良地震
期间，3000多名志愿者震后紧
急救援期一结束就撤走，最后
小县城只剩下30人，与当初人
员鼎盛时相差百倍。

志愿者、救援队这么快
离去是灾区不再需要志愿服
务了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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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事实也表明，在
紧急救援结束后的一个月甚
至三个月里，灾区需要更多
的组织协调者。

在杨振美看来，志愿者与
救援队的快速离去跟后勤保障
密切相关。在历次地震救灾中，
当地政府部门对于参与救灾的

志愿者都有一定天数的后勤保
障，汶川地震时是40多天，盈江
地震是29天，彝良地震提供了
12天。

一些志愿者为节省本就不
多的经费，都是搭乘最便宜的
车辆前往灾区，省下钱来在灾
区多呆几天，一旦他们的费用
难以维系日常生活，又没有相
应的后勤保障，离去是必然的
选择。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民
间救援队身上。目前，在我国为
数众多的NGO中，鲜有取得政
府扶持的个例，绝大多数民间
救援队依靠自筹资金维持运
转。

以近几年名声渐起的蓝天
救援队为例，根据网上资料梳
理，在筹备之初，资金大部分来

自队员的捐赠，外出救援装备
都是个人购买。目前，随着名声
的扩散，蓝天救援队得到了一
些社会捐助，但这些捐助主要
用于救援队日常运转，参与地
震救援产生的费用多由队员自
己承担。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
充足的后勤支持，即使有再强
烈的热情，救援队在灾区的救
援行动也注定难以为继。

据记者现场观察，此次救
灾，对通往灾区的车辆实行严
格的通行证制度，一些民间救
援组织因种种原因不能拿到通
行证，致使一些运送救援物资
的车辆无法进入灾区，在一定
程度上伤害了民间救援队的积
极性。

单位请假，可能要撒个小谎
记者曾在黄河打捞溺水者

现场接触过民间救援队，感动
于他们无私无偿的援助，要对
他们采访拍照时，多名队员婉
拒，并且不肯透露真实姓名，

“你就用我的代号吧。”
做了好事为什么还要“偷

偷摸摸”呢？一名队员悄悄道出
原因，原来，这些队员大多有正
式工作，为参与救援而向单位
告假，“本来说有事请假，你们
一报道，领导就知道原来撒了

谎，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很

多民间救援队成员一方面有做

了好事的神圣感，另一方面也
有点感觉对不起单位。

王振耀指出，这反映出
我 国 民 间 救 援 不 专 业 的 问
题，很多人认识不到公民参
与公益事业的重要性，国家
制度也没有对此作出相应的
保障规定。

王振耀介绍，香港著名的

民间救援队香港民众安全队，
核心成员是20多名属于政府公
务员的专职队员，另有志愿者
3600人。香港政府每年为民安
队拨款7000万港币，平时志愿
者轮流在民安队值班，不领薪
酬只拿补助，原雇工单位不扣
工资，这些条文已经以法律的
形式确定下来。

美国至少有三部法律保障
公民参与志愿服务，明确规定
救援志愿者参加培训和救援工

作时，他所就职的部门须无条
件支持，不扣薪水。

显然，目前我国还没有相
应的制度对民间救援队的发展
提供保障，对于在公司就职的
救援队员来说，“参与救援”不
是一个好的请假理由，在以往
甚至出现过队员参与救援旷工
被单位开除的先例。在这样的
背景下也就不难理解，民间救
援队难以在灾区长期救援的原
因了。

据新华社云南巧家８月９日电
从昭通市鲁甸“８·０３”地震巧家抗震
救灾指挥部获悉，地震重灾区包谷
垴乡红石岩村冷家坡村民小组组长
周清顺，９日４时因过度劳累脑出血
抢救无效逝世。

据介绍，周清顺现年４７岁，２０１３
年被查出患有高血压，做过脑溢血
手术，需坚持每天服药。地震发生
后，他带领村民积极开展自救，由于
没日没夜操劳，７日晚８时，在龙头坪
安置点核灾时，突然头晕目眩，说话
口舌不清，昏倒在地。救援人员把他
送往乡卫生院抢救，并在当晚转送
到县人民医院，虽经一天多时间全
力抢救，仍不幸逝世。

红石岩村小组长

因救灾劳累逝世

失踪战士遗体

在堰塞湖被发现

刚刚几天，救援队就准备撤了，有人质疑原因。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灾区后勤支
持有限，而更加深入的救援也需要心理医学、建筑等专业性人员参与，普通的救援队
伍及时撤出是明智之举。

昭通强震直击·七日志哀

震区安置点，在救援组织的帮助下，人们生活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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