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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评 面对强震灾情，上海青年和日喀则在一起

[连线日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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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主动请缨上一线
定结县与定日县交界，此次

地震总体县城受灾会比较轻一
点，但很多乡镇受灾较重。地震
发生时，张鹂有一个记忆点很深，
同一批志愿者们就像一个大家庭
一般互相关照。“我住在宿舍的三
楼，我们一起来的志愿者，大家就
在群里面打电话，担心有谁落下
没有成功疏散。当时，我本来想
跑，还急着在穿外套，很紧张很害
怕。此时，门响了，原来是一个从
东北来的志愿者上来紧急敲门，
害怕我没有醒来。”

“大家快速撤到楼下之后观
察着地震的情况，内心还是很慌
张。”张鹂说，这是她第一次经历
这样的地震。很快，县里志愿者
项目办就给志愿者们打来了电
话，确认大家的安全。大约9点
45 分，差不多到正常上班的时
间，张鹂和小伙伴们决定，先全
部到单位，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忙
做的。

“到达单位的时候，已经有
一批人要集结下去乡镇实地抢
险救灾。我们一起的志愿者也
在那边请缨去一线帮忙，但是老
师们考虑到大家的经验和安全
没有答应，还是由当地救援的主
要力量冲锋在前。”张鹂回忆。

“从昨天早上地震后来到政
府办，我们从原来的3楼临时搬
到1楼办公，其间也经历了很多
次余震，但似乎都来不及紧张和
害怕了，大家转换了情绪频道，
争分夺秒，快速联络和统计各乡
镇的受灾情况，报送需要调配的
物资等。”张鹂说。

整个工作团队沉着冷静，各
项工作紧锣密鼓，这让张鹂紧张
的心终于慢慢放下来，“那些瞬间，
都让我感觉到很踏实的力量感。
即使地处西部，但真的响应起来，
那就是震慑人心的中国速度啊！”

“不去考虑害怕和担心，抓
紧落实手头的每一个细节，就是

在为紧急救援的一环夯实基
础。”张鹂这样鼓励自己。其间，
她还接到了家人的担心电话，问
她能不能回家。她很坚定地表
示，这个时候，绝不能退缩。

“我和妈妈说，现在是最不
能回去的时候，这时，我们正应
该把这些事情做好。但后来有
一段时间我太忙了，一直在跑来
跑去，接不到她的电话。”张鹂怕
妈妈担心，就赶紧给她发了语
音，告诉她自己没事，只是在忙
其他事情，稍后会回电。

驰援速度见证人间有爱
前天下午4时左右，张鹂和

部分青年被派往县应急管理局
搬运物资，“男生两个人抬一麻
袋，对女生来说，被子太重了，我
们就四个人抬一个，大家一直在
抬，具体抬了多少我都想不起
来了，就是快速地抬过去，希望
这些防寒保暖的物资可以快点
抵达受灾群众的手中。”

那时候，虽然依然会有余震，
张鹂已经感觉不到害怕，内心升
腾起的更多是温暖和希望。她看
到，县里面好多人包括志愿者、年
轻干部都在一起，大家齐心协力

搬物资。车上装载的都是震区人
民所需的生活用品，水、泡面、被
子、帐篷、毛毯等。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车
上的红色标语振奋人心，并用汉
语和藏语两种文字标注，暖暖的
情谊让张鹂感到非常感动。几
小时后，四辆满载着物资的集卡
即将出发，张鹂内心再次涌上热
流。她抢拍下了这数十小时来
唯一的一张手机照片。在可以
轮换着吃口饭的时间，张鹂也全
然顾不上，直到晚上8点多回到
政府大院才被催促着去吃饭。

夜幕四合，灯火阑珊，深夜
11点，张鹂走出政府大院去打
印材料，她看到大院前的一条主
干道上，很多外省市、特定单位
的车辆也满载着物资前来驰
援。“站在那里，望向远方，好多
大车接连路过，一辆辆，全都满
载着情谊和希望，呼啸而去。”

地震发生的第一个夜晚，张
鹂一直忙活到凌晨2点。在回宿
舍的路上，天寒地冻，北风呼啸，
那个风大得要把脸都快吹歪的
冬夜，张鹂却感觉特别暖特别踏
实。她知道，对很多人来说都是
无眠夜，但希望就在前方。

□青年报评论员 郦亮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强震之

后的抢险救援工作还在继续。日

喀则是上海对口支援地区，面对

大灾大难，上海青年展开行动，用

最快、最切实、最有效的方式为灾

区提供帮助，让震区群众感受到

来自上海的青春力量。

灾情发生后，共青团上海市

委员会、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第一时间启动“抗震救灾，希望

同行——上海希望工程西藏定日

县救灾特别行动”，紧急向西藏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划拨10万元赈灾

善款用于帮助受灾地区开展应急

救灾和灾后重建，扎实做好受灾

青少年帮扶关爱工作。

他们还发出呼吁，希望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一起行动起来，为受灾

情影响的青少年提供切实救助，为

奋战在救灾一线的青年志愿者和

青年突击队员提供有力支持，用大

家的爱心助力他们早日战胜困难。

上海第十批援藏联络组领

队及松江对口援助定日县援藏

干部元旦刚刚返沪，本已进入休

假时间，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

援藏干部都已立刻返程赶回定

日县参与抗震救灾工作。就在

他们赶回定日的路上，救援行动

已经展开，他们调配各地救援物

资驰援灾区，松江区紧急筹集的

300万元专项资金也已到位。

这是一场上海与日喀则之

间的爱心传递，也是一场与时间

的激烈赛跑。1月8日早上，上海

首支医疗队带着棉衣棉被等7.45

吨救灾物资已经从上海起飞奔

赴西藏。上海新联会的各家成

员单位也都积极行动起来，在极

端困难的情况下，第一时间筹集

物资、协调运力，把受灾群众最

需要的物资运往灾区。

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

师范大学也闻风而动，第一时间

行动起来。他们了解排摸家乡

在灾区的学生的受损情况，为他

们提供应急困难资助。他们号

召同学们密切关注灾区状况，以

力所能及的方式，为定日加油。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传统。在过去漫长的岁

月里，因为有着这样一种众志成城、

共克时艰，我们才渡过了千难万险，

中华文明才能几千年延续而不间

断。面对天灾天难，大家齐心协力，

互帮互助，就没有什么困难不能攻

克，就没有什么坎儿不能跨越。

日喀则是上海对口援建地

区，在这场抗震救灾的行动中，

上海理应冲锋在前，尽己所能，

为灾区重建而努力。而在这场

爱心接力中，上海的青春力量尤

为令人动容。他们有一颗炽热

的心，有一份与受灾群众在一起

的责任和使命。他们利用自己

所长，利用自己的朝气和力量，

让震区群众感受到了来自几千

公里之外遥远的上海的温度。

这场抗震救灾是对上海青

年的一次考验，也是对他们的一

次检阅。在行动中闪烁的那份青

春力量将作为一份宝贵的财富，

载入上海的历史。

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心情更暖意志更坚

感佩地震救援“中国速度”
1月7日9时5分，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张鹂在

县政府大院开展相关后勤和协调工作。这名00后女生去年6月刚刚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毕业，来到西藏自治
区日喀则市定结县政府办工作。张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来袭时自己也曾感到害怕，但看到驰援物资一车车驶向
安置地，每个人争分夺秒抢险救灾重建家园，心情更暖意志更坚，不由得感佩地震救援里的“中国速度”。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叉车不够用人力直接上
上海小伙通宵搬运救灾物资

日喀则市定日县地震过后，

在日喀则市服务的西部计划志

愿者刘飘忙着搬运物资。白天

在红十字会，晚上到大型仓库，

这位毕业于上海政法学院的26

岁小伙儿争分夺秒，要把那些珍

贵的物资搬上送往灾区的车

去。从前天下午忙到昨天早晨，

他5点多才合眼，统共只睡了四

个小时，就又起床待命。

2023 年 8 月，刘飘作为大

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志愿

者，来到日喀则市，如今在中共

日喀则市委办公室服务已有一

年半。市里灾情轻微，但远隔

上百公里的震中地点并非如

此。震后，日喀则市立刻组织

青年突击队，前去红十字会搬

运御寒物资，而刘飘也是其中

一员。“在红十字会，我们是把

物资从二楼搬到一楼，15 个志

愿者，一天下来搬运了大概 16

吨的物资。”

“入夜会非常冷，如果御寒

物资不能及时送到，即使人救出

来，也会被冻得受不了。”刘飘解

释。因此，棉被、帐篷、食品这些

必需品，在此时就尤为关键。

虽然前晚从红十字会回来

已是深夜，吃了点饭，刘飘又继

续去另一个大型仓库搬运物

资。物资堆得像小山那样高，一

捆捆堆在一起，虽有叉车帮忙，

但人也得上阵。“到了后半夜，基

本都是人力来装。”他说。

他告诉记者，物资一般分成

被子或者帐篷，十床被子装一

袋，很重。帐篷更重，因为有铁

架子，一个就要50公斤，一般需

要两三个人一起来抬。而他从

深夜10点一直奋斗到昨天早晨

5点，连夜搬运物资七个小时，疲

累程度可以想象。“灾区群众对

物资需求相当急切，我们得咬咬

牙坚持。”刘飘坦言道。

青年报见习记者 林千惠

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争分夺秒搬运救灾物资。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