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2023 年 12 月 18 日晚，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 6.2

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华夏文明导报》派出新媒体记者罗敬
宇、贾磊第一时间赶赴灾区采访报道，在那里工作了 3 天，拍
摄了大量的照片和视频，制作发布了很多的新媒体产品，并做
了多场直播，全方位地体现了灾区受灾、救援、灾后安置等各
个方面的情况。

在灾难面前袁人类总是那么渺小遥
在灾难面前袁人性总是那么伟大遥
2023 年 12 月 18 日 23 时 59 分，甘

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 6.2 级地震，

彼时还在兰州家中的我，被手机的地震

预警和强烈的震感惊醒，第一时间就开

始投入到工作当中，搜索地震相关消息

并及时发布前方震情，同时向领导主动

请缨，申请赶赴地震发生地积石山县采

访报道。

12 月 19 日中午，我和同事整理好装

备和设备，带着沉甸甸的工作任务和领

导的殷殷嘱托，一行 2 人踏上积石山县

震区的采访报道之路。

我们前往的第一站是此次地震受

灾最为严重的大河家镇大河家村，从兰

州出发到这里大概需要 3 个小时左右

的时间，一路上，同向行驶的全都是人

民子弟兵、救援队和物资运输的车辆，

一队队打着双闪的车灯，是所有逆行者

奔赴的标志。

下午 3 时，我们顺利抵达此次地震

的重灾区———积石山县大河家镇。然而，

眼前的一片狼藉和废墟让我震惊了，第

一次切身地感受到灾难就在自己面前。

集中临时安置点设在大河家镇的一个广

场上，我们到达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解

放军战士、消防员、救援队、警察和志愿

者们忙碌而又疲惫的身影。随即，我们也

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我第一位采访到的是一名蓝天救援

队的队员，来自宁夏青铜峡，地震发生

后，他们救援队立即集结人员和物资，以

最快的速度抵达震中灾区，他们最先到

达此次地震的震中心所在———柳沟乡，

立即开展了搜救和救援工作。他们都是

经历过很多次这种灾难救援的“老兵”

了，很快完成了救援队指定区域的搜救

工作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大河家

镇的临时安置点，我们也就是在这里相

遇的。在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和他的队员

们已经搭好了十几顶帐篷，并在帐篷内

安装好了取暖的炉子，200 多名受灾群

众已经住到了他们搭建的帐篷里了。他

说，看着老乡们在帐篷里能烤上炉子不

再受冻了，他们也就安心、放心了。

此次地震发生在冬天，积石山冬天

的温度比较低，大河家临时安置点当天

的高温在零下 5 度，低温在零下 17 度左

右。白天，在太阳的映照下，还能感受到

些许的温暖，可是太阳开始下山，天色逐

渐变暗，这里的温度下降得很快，寒意侵

入了整个安置点，灾区孩子们的手冻得

通红，看着让人心疼。在直播过程中，我

一直在呼吁，震中灾区最急需的是取暖

御寒物资，棉帐篷、棉衣、棉被、炉子和煤

炭等。已经搭建好的帐篷里炉子已经点

燃了，帐篷外，炉筒子冒着缕缕白烟，群

众们暂时不会挨冻了。但是，棉帐篷这些

物资缺口还是很大，每个帐篷里人数很

多，解放军战士们把他们带的帐篷也全

部搭建起来了，供群众们取暖和暂时的

居住，后来到深夜我才知道，这些帐篷是

解放军战士宿营的帐篷，已经全部搭在

了广场上。深夜的温度低到刺骨，我们的

人民子弟兵经过近 24 小时的工作，在他

们的军车里疲惫地进入了梦乡。

当几千名受灾群众统一集中在安置

点，吃饭成了这里最大的问题。集中帐篷

区旁边，一团团热气腾起，临时搭建的爱

心牛肉面摊前，受灾群众们自觉排队，有

序地接过一碗碗热乎乎的牛肉面。据了

解，这个牛肉面摊的老板，在地震发生后

第一时间关闭了自己的面馆，带上 50 袋

面粉和 1000 斤牛肉，动员了 20 位拉面

师傅，带上锅灶紧急赶赴震中灾区，只为

能让灾区的群众们第一时间吃上一口热

乎饭。除了在大河家镇的临时安置点，每

个乡镇、每个村庄的安置点，随处可见大

大小小的爱心牛肉面摊。这一锅锅热气

腾腾的牛肉汤，老乡手里端着的一碗碗

牛肉面，就是地震灾区最温暖的映照。拉

面师傅的手冻得通红，自己却没时间吃

上一碗，双手不停的在拉面。我问：“已经

做了多少碗面了？”他手也不停头也不

抬，挥舞着手臂只是说了一句：“几千碗

了吧？我也不知道，只要有人还在排队，

我就会一直的拉面，再多拉一些。”

什么味的饺子最好吃？有人情味的

饺子最好吃。我在这里吃的第一顿饭是

一盒热乎乎的饺子。兰州一家炒面馆的

老板，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10 个

小时煮了 100 多箱的饺子，暖心又暖胃。

人间烟火气，最暖百姓心，矿泉水已经都

结冰了，这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和牛

肉面，在这个时候就是老乡们希望的火

苗，温暖了灾区寒冷的冬天。

余震，是地震灾害发生后，所引发的

低于主震的一系列小的地震。我在震中

灾区度过 2 个夜晚，经历了 2 次余震，还

都是发生在凌晨。大地震给受灾群众心

里带来的恐慌还在，每次的余震都会加

重他们心里的恐惧感。和我在兰州经历

的地震震感不同，在这里经历的余震是

上下晃动，而且手机的地震报警也基本

和地震晃动是同时的。虽然余震的震级

不是很高，但是处在震中心还是有强烈

的震感，每次的余震还是惊醒了很多入

眠的群众，甚至还会听到孩子们的啼哭

声。这次地震对于这里的群众们来说，恐

惧的创伤在心里将久久不能平复。

12 月 20 日，我们从大河家镇向着

震中心方向深入，前往甘河滩村和梅坡

村。一路上，房屋墙体裂缝甚至倒塌的

情况越来越多，我还看到地上有一条很

长的裂缝。很难想象，地震发生的时候，

这里的群众们经历着怎样的生死关头，

绝大部分的房子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裂

缝，有很多房子出现了墙面的倒塌和房

顶的坍塌。现在所有的群众全部搬出了

自己原本的家，都集中安置在各个村的

安置点里，所有的房子需要相关部门进

一步的安全评估。村与村之间的路不是

很宽，好在基本没有受损。一路上，我们

看到各方运送物资的大货车，都能及时

送达到每个村上，安置点的帐篷和物资

都可以暂时满足那里的群众基础的生

活保障。

在大河家采访的最后一场直播，是和

大河家村的一名叫海琳的高三学生一起。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她刚刚做完功课睡着

不久，就被妈妈呼喊着叫醒往外跑。因为

地震，家里的门变形打不开，妈妈破锁带

着她和弟弟跑到屋外，赶紧去敲左右两边

的邻居的门。待大家都缓过神来，几家人

开车前往比较空旷宽敞的大河家高速路

口附近，度过了这惊魂的一夜。天开始蒙

蒙亮的时候，又把车开回了家，取了些棉

衣和生活用品，和村里乡亲们一起在田地

里点火取暖。这个时候消防和救援人员已

经到了这里开展救援工作，路过他们身边

的时候，还在询问他们的情况，并把随身

携带的口粮分给了他们。

当广场上开始搭建临时安置点的时

候，村民们开始有序地前往安置点分发

帐篷，同时也吃到了震后第一口热乎饭，

海琳全家才算心安了下来。她说，这两天

有解放军给他们搭帐篷、架炉子，还有好

多的好心人给她们送来各种物资，灾难

无情，人间有爱，她相信将很快渡过这次

难关。

作为一名即将高考的学生，她说现

在每天学习都很紧张，她所就读的大河

家镇中学的教学楼也严重受损，短时间

内无法回到教室里上课了，学校的老师

们已经通知她们在网上学习。她说，经历

这次地震，自己更要好好学习，来报答所

有来这里帮助他们的人，也要更好地回

报家乡、重建家乡。看着小海琳眼里泛着

的泪光，我们相信灾难很快就会过去，更

美好的新生活即将到来。

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人超强的民

族凝聚力，中华民族一家亲，就像石榴籽

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一个个勇挑重

担、逆向而行的救援人员，一辆辆满载物

资、满载爱心的援助车辆，凝聚成所有人

共同的一股力量、一种信念，积石山一定

会恢复昔日的美丽。

加油，积石山！

2

阴本报网址：www.cnhxwmw.cn 阴数字报：www.hxwmdb.cn 阴电子信箱:hxwmdb@sina.com 阴投诉热线：0931-8554169 阴本报工作站 白银：0943-8550368；天水：0938-8526261 阴《华夏文明导报》融媒体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垡头金蝉北里 21 号院 电话：010-68998789 邮箱：hxwmnews@163.com
阴本报记者、特约撰稿人授权本报声明:本报所刊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其他来稿作者，如未在来稿中特别注明，视同授予本报将其作品汇编出版的权利 阴本报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苏滩 541号 阴邮编:730010 阴甘报集团印务分公司承印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白银路 123号

2023 年 12 月28 日

责任编辑 魏 涛 美术编辑 罗瑞珊 华夏视野

甘肃广电报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开展采编人员业务大练兵
阴 本报记者 庞国雄

自“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甘

肃广电报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围绕

宣传工作，聚焦任务举措，突出特色

亮点，全方位、深层次、多形式开展宣

传报道，奏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持

续营造抓学习、转作风，重实干、促发

展的浓厚氛围。

12 月 22 日，公司组织开展了一

次采编人员业务大练兵活动，现场对

全体采编人员进行集中考试和实操

考核。本活动旨在提升全体采编人员

的综合素养和从业技能，提升采编队

伍适应新媒体的能力，提高报社的新

闻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增强报社的核心竞争力。

连日来，甘肃广电报业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以提升全体采编人员的工作

能力和服务水平、转变工作作风为目

标，常态化开设采编业务专题培训，切

实提高新闻工作者的能力和素质，力

争通过“以学促练，以练促用，以用促

优”，达到练思想、练作风、练技术的效

果，从而进一步增强专业精神，提升专

业技能，以团结奋进的姿态、优良的作

风，为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

的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甘肃省“百千万”创业引领工程“创业达人”评选活动
暨 2023 年文化和旅游行业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阴 本报记者 庞国雄

灾难无情 人间有爱
———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 级地震采访报道侧记

阴 本报记者 罗敬宇

12 月 21 日，甘肃省“百千万”创业引

领工程“创业达人”评选活动暨 2023 年

文化和旅游行业创新创业大赛在兰州落

下帷幕。

据悉，甘肃省“百千万”创业引领工

程“创业达人”评选活动暨文化和旅游行

业创新创业大赛已成功举办了 3 届，选

树了一大批“创业达人”“创业新秀”和

“新锐创客”，充分释放了创业带动就业

的倍增效应，为全省文旅产业发展注入

了新动能，增添了新活力，作出了积极贡

献。本次大赛整体进展顺利，呈现 3 个新

特点：一是参加范围更广泛，吸引了大批

文旅各业态领域的创业者和在校大学

生，涌现出一批不俗业绩的“龙头”企业

踊跃加入，在 4 个赛道 236 名选手中选

出 36 个获奖优秀创业项目。二是关注度

更高，大赛启动以来，共有 20 多家新闻

媒体全程跟踪报道，在线直播观看参与

人数近 160 万。三是传统旅游的分类被

彻底打破，项目设计与开发综合性创新

性日益突出，主客共享成为今年推介案

例的共同发展理念。

此次活动设立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

兴创新创业组、数字文化助推文旅产业

创新创业组、文创产品提升文旅体验创

新创业组、放飞“创意”注入文旅产业发

展创新创业组 4 个赛道、36 个奖项，经

过激烈角逐，天水白鹿仓国际旅游度假

区项目、中医推拿按摩助推文旅康养产

业发展创新项目、火星 1 号基地数字 +

研学项目、匠心塑遗———非遗面塑文化

传承践行者项目获得各赛道一等奖。酒

泉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张掖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获

得此次大赛优秀组织奖。

12 月 23 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

研究所主办的“《敦煌学辑刊》创刊

40 周年暨敦煌学发展论坛”在兰州

大学顺利召开，来自《西夏学》《西域

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甘肃社会科

学》等刊物编辑部，以及甘肃省文物

局、敦煌研究院、清华大学等科研单

位的专家学者共 100 余人参加了此

次论坛。

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

出版局局长王成勇表示，《敦煌学辑

刊》作为全省六家 CSSCI 期刊之一，也

是全国仅有的两家以“敦煌”命名的

专业期刊之一，作为刊发敦煌学学术

成果的重要园地，是甘肃省人文类学

术刊物的代表，更是全省作为敦煌学

研究大省的一个重要标志。

兰州大学副校长沙勇忠介绍，

《敦煌学辑刊》是由教育部主管，兰州

大学主办，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

办的一种以刊载敦煌学学术论文为主

的专业刊物，也是国内最早创办的敦

煌学专业学术期刊，兰州大学敦煌学

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和《敦煌学辑刊》的

发展相互促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敦煌学辑刊》于 1980 年试刊，

1983 年正式创刊，目前是《中文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来源期

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

期刊。至今，辑刊已发行 122 期，发文

2200 余篇，其立足于敦煌学研究所这

一高地，为我国敦煌学的研究做出了

巨大贡献。《敦煌学辑刊》与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将以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在敦煌研究院的重要讲话精

神为指导，把敦煌学做大做强，为当代

敦煌学研究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贡献

力量。

“《敦煌学辑刊》创刊 40 周年

暨敦煌学发展论坛”顺利召开
阴 本报记者 魏涛

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两个省级课题获得立项
阴 本报记者 王荣

近日，在甘肃省社科联公布的

《2023 年度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学

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项课题立项

名单》和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公布的

《甘肃省 2023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项目立项名单》中，由甘肃省文化艺术

研究院组织申报的《新时代甘肃濒危

剧种的生存现状及保护发展路径研

究———以陇东南皮影戏为例》与《杂技

艺术融入甘肃旅游景区路径探微》分

别获得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

《新时代甘肃濒危剧种的生存现

状及保护发展路径研究———以陇东

南皮影戏为例》项目，是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

通过对甘肃濒危剧种生存现状的研

究，探索新时代背景下濒危剧种保护

发展的具体路径，以期为戏剧学、民

俗学和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一

定的学术思路，并为更好地促进地方

戏曲多元化发展，保护传承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维护文化生态平衡提供可

行性参考意见。

《杂技艺术融入甘肃旅游景区路

径探微》项目，是甘肃省哲学社会科

学规划项目几十年来围绕杂技本体展

开研究的首个立项项目，也是首个在

文旅深度融合背景下对杂技艺术开展

的应用型、对策性研究项目。

近年来，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始终

把人才工作尤其是培养青年科研人

才、建设高素质科研人才队伍放在突

出位置，以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四个面向”

具体要求，以人才为支撑，为全省文化

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做好理论服务工作。目前，省文化艺术

研究院在研的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共

10 项，其中 90%是由青年科研人员作

为项目负责人主持研究的。一系列科

研项目的立项和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产

出，得益于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以艺术

科研工作为立身之本、以科研项目为

成事之基的人才发展思路。今后，省文

化艺术研究院将持续不断让青年人员

在主要岗位上锤炼、在科研工作中锻

造，并以德才兼备、担当奉献的职责使

命不断激励营造积极进取、干事创业

的良好氛围，推动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艺术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踵事增华———甘肃省博物馆
征集藏品成果展”开展

阴 本报记者 郭威

甘肃省博物馆是国内最早成立的

综合性博物馆之一，建馆 80 余年间，

通过考古发掘、田野采集、民族学调查

采集、面向社会征集、接受社会各界捐

赠、国有单位移交及调拨等方式，共征

集藏品数万件。在做好文物管理、研

究、保护工作的同时，甘肃省博物馆定

期将征集文物中的精品文物向大众予

以展示，以此加大法制观念和文物保

护理念的宣传力度。

12月 21日，甘肃省博物馆推出“踵

事增华———甘肃省博物馆征集藏品成

果展”，展览以甘肃省博物馆历年征集

藏品来源为架构，共有“征集社会流散

文物、国有单位移交藏品、社会捐赠藏

品”3 个单元，展出甘肃省博物馆近几

年征集藏品中从未展出的 178 件 / 组

精品文物，“北极熊标本”“会川伯赵安”

金书铁券等文物将首次亮相。

展览还将以图文形式展示甘肃

省博物馆馆藏品征集工作的开展和

对所征集藏品的管理、保护、研究、陈

列展览，以及社教活动和文创产品衍

生利用。

展览将展至 2024 年 3 月 21 日，

展期 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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