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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了下来，山沟里的风呼呼地刮着，十分
阴冷，冻得人直哆嗦。4 月 2 日 20 点 30 分，袁训
旺才从救援现场回到住宿营地。这天晚上，他
还要继续住在帐篷里，随时应对紧急情况。

灾情就是命令。当得知斯布村普朗沟山体
滑坡自然灾害发生后，袁训旺没顾得上换鞋，第
一时间就跑出了办公楼。他说：“时间紧急，要
第一时间赶过去救人。”

“在救援现场，我心酸得掉泪。生命是无价
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发生这么大的自然灾
害，大家心里都很难受。与这些遇难的兄弟姐
妹相比，我们这点付出实在不算什么。”袁训旺

感慨到。
接受记者采访时，袁训旺介绍说：“救援前线

的力量补充，需要在拉萨地区协调大量的物资、
人员、车辆。协调的时候，任何部门、任何单位、
任何企业，没有一个推脱的，没有一个讲客观困
难的。所需要的各种物资、人员、车辆，只要一
个电话，他们马上就会办理，马上派人送到现
场。”

3 月 29 日，山体滑坡自然灾害救援的当晚，
很多人没有被子、大衣、帐篷。于是，他们就挤
在一起互相取暖。那天，袁训旺跟解放军挤在
一起，度过了一晚。

61 岁的多吉来到普朗沟已经 3 天了，由于高
原缺氧，他不停地大口喘着气，行动十分缓慢。
作为多年研究地质的中国工程院首位藏族院
士，多吉对西藏自治区的感情不言而喻。

3 月 30 日，在北京出差的多吉听到拉萨“3·
29”山体滑坡自然灾害的噩耗后，连忙乘坐 8 个
小时的飞机，赶往拉萨与国土资源部、西藏自治
区国土资源厅有关人员商讨救援方案。

为防止救援期间次生灾害的发生，多吉不顾
劳累，径直赶往灾害现场察看地形，并爬到滑坡
发生的源头——海拔 5300 米的普朗沟泽日山，
向有关部门提供地质灾害方面的信息。

年过花甲的多吉，不辞辛苦坚持奔赴严寒、
缺氧的救灾一线开展工作，让救灾现场的许多
年轻人大为感动。但对这些，多吉表示不足为

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我们民族传承的优
良品质。向受灾人员伸出援手，提供帮助，这是
人之常情。我干了一辈子地质工作，对这方面
熟悉，更应该尽我所能帮助他们。”

一直以来，多吉从事地热、矿产、水文、工
程、环境地质勘查及科研工作，取得了突出的
成就，曾获得“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
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对于这次自然灾害，多吉表示，特大山体滑
坡自然灾害的不幸发生，是天灾，不能怪任何
人。它的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应对面
对自然灾害，人们只能躲避灾难。这次灾害给
人们敲响了警钟，要多认识大自然，认识灾难与
大自然的规律。

3 月 29 号 14 点接到救灾命令，西藏自治区通
信管理局立即启动一级通信预案，成立通信指挥
部。集结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应急通信力量后，
救援队 14 点 30 分从拉萨出发，到达救援现场后
迅速安营扎寨。17点15分，救援现场通信畅通。

据尼玛多吉介绍，他们带来 2 辆卫星通信
车、2 部传真机、16 部固定电话。其中救援现场
的 8 部电话，24 小时提供语音和传真服务。中国
移动负责公网的保障，在营救集结地设立 2 辆移
动通信基站车，避免通信拥堵。救援现场可通
过卫星传输和小范围的局域通信网保障指挥部
的指挥调度，以及现场施工队间机械调度、后方
物资调度。此外，由于此次营救任务难度大、工
期长，救援人员可免费使用其通信设备，跟后方
联系。

尼玛多吉说，截至 4 月 3 日，他们到达救援现
场有 126 人次、50 辆车次。前后方配合保障通信
资源，现场技术人员主要对设备进行维护，后方

指挥部由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通信管理局组
成 24 小时保证卫星资源。此外，墨西工卡县设
立 5 辆通信车待命。一旦前方系统出现问题立
即调上来。

从 3 月 29 号 17 点 15 分开始到 4 月 3 日上午
记者采访时，救援现场通信没有中断过一秒。

对于救灾通信保障，尼玛多吉表示要坚持三
个原则：第一，不讲条件；第二，不惜代价；第三，
不计成本。现场工作人员有任何困难，他们会
立即从后方调集人员替换。但到目前为止，所
有人员都坚守岗位，没有一人提出有困难。他
们把救援工作当成了政治责任。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也肩负中央
企业的社会责任，思想高度一致。这反
映了西藏通信人的精神使命，绝对
讲政治、讲大局，“绝不丢
西藏通信人的脸”，一定
要把通信使命完成。

袁训旺
拉萨市委秘书长
拉萨市“3·29”自然灾害救援协调副组长

“生命是无价的”

大爱汇聚的暖流，无时无刻不在高原涌动。

海拔4600米、高寒缺氧、物资供应紧张、救

援难度极大、次生灾害随时有可能发生……这

一切，都无法动摇3500余名救援人员的意志。

当《中国黄金报》记者赶到西藏普朗沟救援

现场后，从救援人员的行动和话语中，记者深

切感受到了一种对生命和希望的渴求。

每一名救援人员的心中，都怀着对生命最

崇高的敬意和真诚。他们的付出和坚持，让生

命彰显意义，得到升华。

多吉
中国工程院首位藏族院士

“地质人更有责任加入救援”

尼玛多吉
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副局长

“绝不丢西藏通信人的脸”

3 月 29 日，李忠山带着中国黄金集团公司降
本增效督导组的同志忙完工作，正准备从拉萨
机场返回北京，突然得知了斯布村普朗沟发生
大面积山体滑坡自然灾害的消息。“我们必须第
一时间赶过去。”李忠山说。

于是，他们一行 4 人赶到了斯布村。当时，
村里已经有很多人，车辆也非常多，他们只好徒
步上山。

一路上，看到西藏自治区政府组织的部队官
兵、救援车辆和救援物资正紧急往山上赶。李
忠山他们几个顾不上劳累和高原反应，深一脚、
浅一脚地紧急赶路。

一名武警战士看到李忠山的脸色很不好，就

给他找了一根棍，让他拄着。当时上山的路都
是沙石路，又窄又崎岖，一般的车辆根本上不
去。他们见到能搭的车辆就尽量搭一段，最后，
李忠山他们几个人坐在一辆铲车的斗里，赶到
了距灾害发生现场一二百米的地方。

当时，西藏自治区的相关领导也刚刚到达救
援现场。于是，他们就赶紧加入到救援工作当
中。

按照政府的统一部署，李忠山等人一方面紧
急调集救援车辆设备，另一方面向上级汇报现
场救援情况。

当时，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救人要
紧！

李忠山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总工程师

“我们必须尽快赶到现场”

央金卓嘎
墨竹工卡县副县长

“首先确保救灾物资发放”

获悉“3·29”自然灾害发生的消息后，央金
卓嘎立即带队赶到了现场查看情况，并第一时
间启动了一级应急预案，首先将棉被、鞋子、饮
食等县里的储备物资调集到灾害现场，当天便
开始供应物资。

从 3 月 29 日赶赴现场发放物资开始，央金卓
噶一直没有离开过救援现场。保障后勤供应
成为他的中心工作。

在救灾过程中，他们提供的物资非常齐全。
除了为救援人员正常供应的一日三餐外，还有

牛奶、苹果、八宝粥、饮料等，很好地解决了救援
人员的后顾之忧。央金卓噶说：“我们必须确保
为为救援人员提供可靠的后勤支援。”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救援人员一日三餐的时
间分别为 7 点、13 点和 19 点。为了保证救援人
员的饭菜安全，墨竹工卡县政府专门安排了负
责食品安全的工作人员检查饭菜质量。

在救援物资发放现场，墨竹工卡县政府也专
门配备工作人员，每天 24 小时为救援人员提供
后勤服务。

02~03

自 3 月 29 日 16 点到达普朗沟山体滑坡自然
灾害救援现场以来，李跃林已经连续 6 天 6 夜坚
守在一线指挥。

6 天来，李跃林没有洗过一次脸，没有刷过
一次牙，脸色发黄、嗓子沙哑。在救援现场忙碌
了 5 天，他才抽空给家里人打了个电话，报了一
声平安。

“3 月 29 日上午，一得知消息，我马上从重庆
赶过来，当天下午 4 点左右到了救援现场。这
几天，我必须坚持在救援第一线，这是央企作为
搜救单位应尽的责任。”李跃林对记者说。

当天晚上，作为参与搜救单位中的重要成
员，华泰龙公司决定，由李跃林担任公司现场救
援指挥中心工程组组长，以及技术组成员，调动
华泰龙公司所有施工单位的设备，紧密配合西
藏自治区政府和拉萨市政府开展救援。

当夜，普朗沟下起了大雪，刮起了阴冷的山
风，温度降到零下七八摄氏度。由于物资暂时

缺乏，李跃林把方便面纸箱子围在腰间勉强抵
挡寒风。

晚上，李跃林和公司现场救援指挥中心的其
他成员一起，在离现场救援指挥中心不远处席
地而坐，随时听候指挥部的命令。

作为救灾工程指挥，李跃林每天要从山上到
山下至少来回跑五六趟，缺氧的时候很难受。他
说：“所有的困难都不是困难，我们所有的员工，
宁可不吃饭、不顾个人安危，也要尽快把被埋人
员挖出来。我正是被他们感动了，才具有了这样
的动力。至少我们还活着，难道不应该全力以赴
地搜救被埋在土石下的同胞吗？”

在“3·29”山体滑坡自然灾害现场指挥中心
的一次会议开始前，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救
援现场总指挥吴英杰大声地向参会者说：“在这
些天的救援中，我要对华泰龙公司的李跃林提
出特别表扬。通过你，我看到了中国黄金集团
公司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

3 月 29 日，西藏自治区公路局应急中心接到
灾害发生的消息后，迅速组织调集中心所有的
设备，包括挖掘机、装载机、半挂车、越野车、皮
卡车、中巴车等各种救援设备，以及车辆 14 台，
在 3 小时内赶到了救援现场。

到达现场后，赵春等人发现，塌方的土方量
非常大，几台挖掘机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于是，
公路局又紧急调上推土机、装载机等设备，组织
现场紧急救援。

此外，公路局又调动一些机械设备用来拓宽
通往灾害发生现场的公路，修建临时停车场。
公路局的职工们坚守在现场 6 天。刚开始的时
候，大家天天吃泡面，连脸都顾不上洗。

“现在，还有部分遇难者的遗体没有挖到，我
们不会放弃，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做好保障工
作。公路养护人员本身就是以保通、抢险、救援
为宗旨的，发生这么大的灾害，我们义不容辞、
责无旁贷。”赵春说。

“3·29”山体滑坡自然灾害发生后，拉萨市
公安局第一时间从拉萨维稳一线屯兵点调集
200 余名特警，25 岁的甘淼林就是其中一员。3
月 29 日上午 11 点达到灾害现场后，路已经被毁
了，甘淼林就和特警队友们跑步前进。专业工
具没到场，他们就先用手刨，保证搜救工作尽快
展开。

直到 4 月 2 日上午记者采访时，甘淼林和战
友们一直都驻守在救灾现场，维持救援秩序，协
助消防官兵搜挖遇难者遗体。

“一切以救援为重，其他事情都放一放。”蹲
在帐篷旁吃泡面的甘淼林对记者说。参与救
援 4 天来，甘淼林总共睡了不到 12 个小时，也根
本没有时间和家里人报个平安。

“遇难者年龄大多跟我们相仿，有家庭，有亲
人。我是个幸运者，还活着，理应拼力救他们。”
回想起从泥土里挖出的遇难者，甘淼林哽咽了，
强忍多时的泪水最终还是从这个坚强的年轻特
警眼中流了下来。作为第一批赶赴现场的抢险
特警，瞅着大片泥土里还掩埋着和自己年龄相
仿的遇难者，甘淼林和战友们早已忘了疲倦，坡
上坡下，来来回回地展开救援。

脚底磨起血泡，他坚持着；血泡化脓，他坚持
着；高原反应很严重，他依然坚持着。甘淼林一
直在心中默念一句话来鼓励自己：“我是体力最
好的兵。”

简单吃了两口泡面，甘淼林又和战友们一头
扎进了救援现场。

3 月 29 日，西藏军区总医院得知“3·29”自然
灾害发生的消息后，立即组织 52 名医护人员、14
台医疗车、50 余万元药品，于 18 点 50 分赶到灾
害现场。

“我们先去查看有没有幸存者，由于山体滑
坡，泥土并无缝隙，初步判断被埋人员生还的几
率很小。于是，我们在灾害现场为救援人员和
当地藏族百姓进行巡诊，开展灾区防疫、心理咨
询等工作。”李素芝告诉记者。

由于救援现场高寒、缺氧、气候恶劣，救援人
员常出现不同程度的高原病，救援时也容易受

伤。为此，西藏军区总医院国家应急医疗队的
医护人员分组前往救援现场巡诊，治疗高原病
症，以及感冒、咽炎、高血压等病症，并且派驻防
疫车在救援现场进行防疫，在灾害现场附近设
立流动医院。“只有保障救援人员身体健康，才
能增强他们的救援能力，才是科学救援。”李素
芝说，“人命关天，生命只有一次，多救一个病
人，我们会感到很欣慰。”

截至 4 月 3 日，西藏军区总医院国家应急医
疗队共巡诊 5364 人次，流动医院接收诊治 989 人
次，住院治疗 104 人次。

在普朗沟“3·29”山体滑坡自然灾害救援现
场，记者了解到，中十冶集团有限公司甲玛项目
部投入的机械设备所占比重很大，最初两天占
到近一半，随后几天也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

3 月 29 日 8 点，得知灾害发生的消息后，上
午 10 点左右，翟洪周率领 7 人组成两支小分队
就赶到了灾害现场。看到山体滑坡造成的巨大
土方量，翟洪周马上从项目部调来了 6 台大型挖
掘机。挖掘机一到场就开始修路，以便更多搜
救单位的挖掘、装载设备能够及时到达现场实
施救援。

随后，翟洪周继续向灾害现场调入设备，直
到当天下午 2 点左右，项目部调来了 23 台大型
挖掘机、3 台推土机、4 台装载机和 2 台油车，这
是甲玛项目部的全部家当了。

翟洪周介绍说：“灾害当天，油料运不上来，
我们就带了油车，自己买油料。”

在救援现场，项目部不仅投入了很多设备，也
投入了足够多的人员。翟洪周说：“我们两班倒，
一个班 36 人，其中驾驶员 30 人，管理人员 6 个，由
于交通不方便，基本上是一天一夜一倒班。”

然而，即便倒班，翟洪周也不在其列。从 3

月 29 日上午 10 点左右到达灾害发生现场至今，6
天来，翟洪周基本都坚守在救援一线，只是去有
手机信号的地方，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时，才离
开了一小会儿。

“3·29”山体滑坡自然灾害发生当天，翟洪
周和他的工友们一直干到夜里 12 点左右，才吃
到饼干和干方便面，喝到冰凉的矿泉水。后半
夜的时候，一位解放军战士看他穿的太单薄，就
给了他一条棉裤。

当夜，由于过度劳累，又没有帐篷，翟洪周与
4 名 工 友 挤 在 杂 草 丛 生 的 土 坡 上 睡 着 了 。 后
来，有了帐篷，但由于长时间高度紧张和高原缺
氧，他严重失眠了，一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

翟洪周说：“当天刚到灾害现场时看到的那
一幕，在我内心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干下去，因为我们
是央企，我必须要坚守在一线，
一刻也不能离开。”

李跃林
中国黄金集团西藏华泰龙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华泰龙公司“3·29”自然灾害现场救援指挥中心工程组组长

“这是央企应尽的责任”
赵春
西藏自治区公路局应急中心主任

“公路养护人员义不容辞”

甘淼林
拉萨市公安局特警支队队员

“一切以救援为重”

李素芝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院长

“多救病人，我们很欣慰”

接到政府紧急救援的指令后，国家电网拉萨供电公司立即组
织骨干人员和设备赶赴现场。在现场共设置了 3 个发电点，每个
点都有十几个人轮流值班，确保救援用电。

旺久所在的发电点是海拔最高、最接近救援现场的。“我们第
一批派了 10 个人，第二批派了 8 个人，大家轮流值班。我自己一直
在发电车的操控台前盯着，晚上凑合着眯一会儿。”旺久告诉记

者。
上山 6 天了，旺久和他的工友都没有下过山。尽

管救援的第一天食品等供应不是很到位，但没有一
个人叫苦叫累。大家觉得救人是第一位的，尽最大

努力能救多少救多少，自己吃点苦受点累不算
什么。

旺久所在的发电点主要供电给救援指
挥部、医疗设备和探照灯等，只要需要，随

时供应。
截至 4 月 3 日，旺久所在的

发电点已经加了 5 次油，消耗了
大约 150 公升柴油，及时保
障了救援用电。

旺久
国家电网拉萨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工区组长

“救援用电，必须保障”

翟洪周
中十冶集团有限公司甲玛项目部经理

“多投入设备开展救援”

3 月 29 日，中国有色第六冶金建设
公司项目部获悉“3·29”自然灾害发生
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痛。“当时我们十
分紧张。”马建华说。

当时，项目部立即组织员工赶赴现
场，共派去了 12 台挖掘机，1 台发电机
和 3 辆皮卡车。由于事发突然，同事们
只是简单地带了点水、食物和衣
物，连饭都没顾上吃。

根据西藏自治区“3·29”自然
灾害指挥部的统一安排，项目部
分配到了 12 台挖掘机，但是，由
于其中 2 台挖掘机有损坏，不便
参与救援，马建华赶紧派人到拉
萨租了 2 台挖掘机参与救援。

在前 3 天的救援中，项目部
的司机和员工几乎是 24 小时工
作，有的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心一
意搜救被埋人员。

“我们苦点累点算啥，救人是

第一位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救人，哪怕
只有一线希望。”马建华坚定地说。

马建华
中国有色第六冶金建设公司项目部经理

“租设备也要救援”

获悉“3·29”山体滑坡自然灾害发生后，武
警部队立即组织了 420 名官兵、80 台大型挖掘设
备赶赴灾害现场。在本次自然灾害总指挥部的
统一安排下，参与救援的武警部队官兵展开了
积极有序地救援工作。

官兵们冒着严寒，奋战在海拔 4600 米的高

原开展救援工作。
“大家克服了严寒、缺氧、吃不好、睡不好等

困难。在救援开始的前两天，现场条件有限，我
们的战士吃泡面、睡帐篷，没有一个叫苦叫累
的，都把救人放在第一位，不惜一切代价救人。”
李绍安说。

李绍安
武警部队“3·29”山体滑坡自然灾害救援总指挥

“不惜一切代价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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