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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石早在
铜器时代已经成
为十分普遍的宝
石， 石榴石功效
颇多， 能够促进
血液循环， 增进
活力， 起到美容
养 颜 的 神 奇 功
效， 石榴石也受
到许多女性朋友
的喜爱。 石榴石
色彩丰富， 主要
以红色、黄色、绿
色为主， 透明至
半透明， 呈现玻
璃光泽至金刚光
泽， 石榴石可以
具有星光效应 、
变色效应以及猫
眼效应。

石榴石主要
有铝系列和钙系
列， 市场上最常
见的是镁铝榴石
和钙铝榴石。 石
榴石属于中档宝
石， 但是质优的
石榴石仍然可以
具 有 很 高 的 价
值。 典当行对石
榴石的价值评价
主要根据颜色 、
透明度、净度、质
量以及切工等方
面进行， 市民在
选购石榴石时也
可以依据这几方
面选购。 绿色的
石榴石是价值最
高的，纯净无暇，
颜色鲜艳， 晶莹
剔透的石榴石价
值也相当高。 透
明度高的石榴石
折光率高、 光泽
强，颜色多样，是
人们非常喜爱的
石榴石品种。

市面上石榴
石的仿货很少 ，
区分仿品与真品
石榴石也非常简
单。 石榴石的光
泽很强， 看上去
有金属感以至于
强 光 下 有 朦 胧
感； 石榴石摸起
来很舒适很油的
感觉。

■ 刘兴平

快速动员 紧急部署
康定地震发生， 道路这一生命通道是

一切救援的基础。
震后 30 分钟， 州交通运输局第一时间

启动《抗震救灾应急预案》，成立应急领导小
组，全部人员停假返岗上班。 迅即成立抗震
救灾应急指挥小组，兵分三路，迅速进入震
中，沿途了解道路交通受灾情况；快速到岗，
通知正在假期的人员迅速返岗；迅速组织机
具、人员赶赴现场，组织道路抢通保通工作。

22 日晚， 州交通运输局道路桥梁工程
处 1 台装载机、1 台拖车、4 辆材料运输车、2
辆皮卡车准备就绪， 抢险物资冷抖料 40 余
吨、沥青 5 吨紧急装运，连夜赶往机塔路（康
定机场至塔公乡）。 其余各路分别在 G318、
S211、S303、S215 线等通往灾区重点公路上
投入机具和人员开展应急抢险工作。

为最大限度地为抗震救灾提供运输保
障，州运管处积极行动，组织储备运力 280台，
其中康定组织货车 20 台、 泸定组织货车 20
台、新川藏运业公司组织客车 40台、雅客公司
80台、香格里拉运业公司 80 台、海螺沟观光
公司 40台，随时听从调遣安排。与雅安市交通
运输局、国电大岗山电站公路恢复项目指挥部
衔接协调， 请求及时对 318线雅安段停止施

工，并负责协助保通，开放泸石路大岗山新建
公路交通，为进州物资运输提供交通保障。

抢险保通进行时
23 日凌晨的震中康定县塔公镇格外

的冷，气温降至零下 11℃，寒风不时从裤管
吹进来，冻得抢险救灾人员们瑟瑟发抖。

装载有冷抖料和沥青的货车和装载机
挡风玻璃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雨刮器哭泣
似地疯刮，仍无济于事，急得州交通运输局
道路桥梁工程处抢险人员团团转。

用酒洗，不知谁最后想到了这个办法，
抢险车辆才安然上路。

一排障二查灾三标识，州交通运输局道
路桥梁工程处汪启志说，自震中塔公沿机塔
路至康定机场，分两组搜索着前进。 遇到塌
方即行清理，保障装载机过后，道路可通。截
止 25 日下午，共清理塌方 10000 余立方米。
保证了从康定县城前往震中的道路畅通。保
通的同时，要查灾，尤其是桥梁和涵洞的灾
情，发现有灾害，及时做好标识。

23 至 25 日， 抢险队员们总是早出晚
归，两头见黑，有的感冒了，有的头昏脑胀，
全然不顾， 为了及时应对道路次生灾害和
余震引起的塌方， 抢险保通队员们在汪启
志、金全文、郭平、苏文等党员技术干部的
带领下，机手吴凡、袁伦春和民工 54 人继
续留守在机塔路上，保证道路畅通。

震中道路在保通， 省道 211 线瓦丹路
巴郎沟因地震塌方， 断道公路也在紧张的
恢复中。

为督促大唐公司尽快组织机具、 人员
对巴郎沟抢险， 州交通运输局有关领导带
领建管科和质监局的同志赶往巴郎沟，现
场指导抢险。

装载机、 挖掘机齐上阵， 清除塌方路
障，便道在一寸一寸地延伸。 23 日中午 13
时 05 分，巴郎沟便道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抢
通，便道通过大唐公司厂区，小车可通行。

下午 6 时，巴郎沟再次发生山体垮塌，
方量达 5000 余方，省道 211 线瓦丹路再次
断道。奋战了近一天，刚休息不到 5 小时的
机手被再次唤醒， 拖着疲惫的身躯再次爬
上机具，发动装载机和挖掘机。

又是一天一夜，24 日下午 6 时， 省道
211 线瓦丹路巴郎沟再次排障成功，至此，
省道 211 线瓦丹路得以全线抢通。

余震不止 救灾未停
22 日 7 时， 毗邻震中的丹巴县城，几

辆车鱼贯而出，行驶在八丹路上，划破沿线
寂静的夜空。

当天已调研完壤塘、炉霍、道孚、丹巴
交通运输工作， 行程 600 余公里的省政府
副秘书长戴东昌，带着交通运输部的重托，
带领省交通运输厅张祺副厅长、 省公路局

于天才副局长， 在州交通运输局冉义局长
和闻琼副局长的陪同下， 前往震中康定县
塔公镇夺让村。 沿线查看省道 303 线丹巴
至八美、 国道 317/318 连接线八美至新都
桥道路通行情况。

赶夜路危险，余震不断的夜路更危险！余
震中，沿路飞石不断。 “轰”，一声巨响，随行中
一辆牌照为川 VB0029 的车辆被飞石击中。
随行人员只是做了简单的查看，继续上路。

晚 9 时， 工作组一行在被飞石击中的
余悸中到达震中， 与在夺让村祖庆小学的
州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汇合， 共商抗震救
灾大计，接受任务。

23 日凌晨 4 时，指挥部会议结束。 各
工作组人员才匆匆到驻地休息。 23 日早上
7 时，仅短暂休息 3 小时的工作组，立即从
塔公出发，分三个小组，沿线检查道路桥梁
高边坡挡防隧道等受灾情况。 第一组从江
巴到新都桥到塔公核查， 第二组从机场到
塔公到江巴村核查，第三组到八丹路核查。

州交通运输局路政支队派出执法人员
10 人，2 辆执法车，从早上 8 点出发，不间断
开展巡查，排查险情，保障国道 318 线二郎
山东洞口至泸定至新都桥、机场路、康定北
门至木格措公路、 国道 317/318 连接线、省
道 215 线瓦九路、省道 211 线瓦丹路、榆磨
路、猫磨路、泸石路等生命通道正常通行。

本报讯（州法院办公室） 康
定发生地震以来，灾区法院的情
况牵动着全国法院干警的心。在
获悉震情后， 最高人民法院、省
法院领导高度重视，迅速指示有
关部门开展工作，第一时间向受
灾法院及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向战斗在抗震救灾一线的广大

法院干警致以崇高的敬意。第一
时间了解核实法院受灾情况，研
究部署工作方案，努力支援灾区
法院开展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
工作。 为充分体现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的传统美德，近日，最高
人民法院紧急向我州受灾法院
提供 50 万元的援助。

本报讯 （叶鑫睿 罗楚凯）
康定地震发生后， 泸定县检察
院干警深入杵坭乡结对亲戚家
中，开展灾后安抚和慰问工作。
此次地震造成泸定县泸桥镇 、
田坝乡等不同程度受灾。 为进
一步安抚震后群众情绪， 维护
社会稳定，保障群众正常生产、
生活，按照泸定县委、政府的总
体安排部署， 泸定县检察院立

即组织全院干警坚守岗位 ，坚
持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
度，同时组成抗震小分队先后 3
次深入杵坭乡开展抗震救灾和
慰问安抚工作。 检察官们走访
结对亲戚， 看望慰问老党员部
分村民， 深入了解他们灾后房
屋受损和村民生产、生活状况，
指导杵坭村、 金华村两委干部
开展灾后余震防范工作。

本报讯 （李 家 伟 ） 康 定
“11·22”重大地震发生后，丹巴
县在积极参与救援工作的同
时，加强抗震救灾监督检查，促
进全县干部严格履职、 全力抢
险、廉洁救灾。

截至今日， 该县县委主要
领导深入全县 80 余个乡镇和

部门， 对干部职工在岗履职和
安置受灾群众等情况进行全面
督查 3 次； 相关部门开展联合
检查 5 次、专项督查 5 次、重点
抽查 4 次，走访 50 个灾情相对
严重的村（社区）近千名群众 ，
收集人民群众困难诉求和意见
建议 30 余条。

■本报记者张磊实
习记者吴远胜文/图

“你的车辆
问题出在这里，没
什么大碍，我马上
帮你处理好”。 29
日正午， 在通往
震中的公路上 ，
现年 37 岁的倪
长福为一辆出了
故障的救灾车辆
进行了维修。

为了及时排除救灾车故
障， 州交通运输局道路桥梁工
程处组建了机动车维修服务
队， 往返于通往灾区的各条道
路，维修各类救灾车辆。

据倪师傅介绍， 地震发生
后，维修队分为两个组，每个组
20余人， 各自配备了修理工具，
后方还有 50 人至 60 人的机动
力量，随时为救灾车辆提供帮助。

此外 ， 当地汽车维修企
业———康定康巴汽车修理厂
联合奔世达汽配店共同出资

出力 ， 在灾区一线为各类救
灾 车 辆 免 费 检 修 和 更 换 零
件 。 目前 ，他们已为百余台救
灾车辆提供免费帮助 。 康巴
汽车修理厂李小军和奔世达
汽配店樊勇对记者说 ， “震区
海拔 4000 余米 ， 前往塔公镇
需要翻越折多山 ， 冬季的折
多山冰雪路段较多 ，车辆损耗
较大 ，容易出现危险 ，作为一
家本地企业 ，我们有责任和义
务为救灾车辆服务 ，为抗震救
灾尽一份力。 ”

最高法院向我州受灾法院援助 50万元

检察官安抚结对亲戚

丹巴县加强灾后救援监督检查

灾区活跃着两支流动汽修队

倪长福正在修理车辆。

让“生命通道”保持通畅
———州交通运输局抗震救灾纪实

■ 本报记者 唐闯 张涛 文/图

“面对地震灾害，联系单位和联系领导
第一时间赶到了金龙寺，今天，县红会又为
我们送来了 80 床棉被。 ”地震后第 6 天，阳
光灿烂，道孚县中古村金龙寺管会主任向巴
向记者讲述着自己在地震中感受到的温暖。

“地震灾害发生后，结对干部何医生赶
到我家里，看到住房受灾开裂，她叮嘱我们
全家人不要呆在家里，帮着我们搬东西。危
难时刻，她心里想着“亲戚”，我们全家非常
感动。 ”中古村村民桑登谈到何医生时言语
中充满感激。

“地震发生后不久，八美镇干部刘怡就
到我家来看望我，发生灾情至今，她仍然坚
守在岗位上， 帮大家抢修房屋， 她太辛苦
了。 ”面对记者，中古村村民所措一个劲竖
起大拇指。

走进道孚县八美镇中古村， 走进这个
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村庄， 热心的老乡们
听说记者来了，一个个说着掏心窝的话，说
到激动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双手的大拇
指一个劲地在空气中摁着， 仿佛要在记者
的心里和眼里盖一个结结实实的 “手印”，
烙下一份深深的记忆。

从 11 月 22 日到 11 月 27 日， 短短 6
天时间内，两次地震来袭，中古村大多数群
众毫发无伤，被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在第
二次地震来袭后，记者走进中古村，但见一

排排蓝色印有“民政救灾”字样的帐篷在村
子里一片空旷开阔地带一字排开， 与天空
蔚蓝的色彩比较， 这一片用汗水和爱心搭
建的蓝色洋溢别样的温暖。

这份温暖把受灾群众的思绪再次带回
到数天之前。

11 月 22 日康定发生地震，道孚县八美
镇中古村一瞬间成为受灾最严重的村庄，道
孚县多个乡镇均不同程度受灾。 地震发生
后，道孚县八美镇、协德乡、色卡乡、龙灯乡、
亚卓乡五个受灾乡镇 611 名结对干部前往
受灾现场开展核灾查灾、 帮助疏散群众、转
移群众财产，走访慰问等救灾工作，截止 11
月 27 日 ， 道孚县累计走访群众 3197 户
7174 人，帮助群众搭建帐篷 50 顶，抢修房
屋 811 间，解决生活困难问题 1013 个，募集
救灾物资和资金（折合）11.02 万元。

抗震救灾行动中，一个个数据让人“瞠
目结舌”，一个个故事让人难忘。

地震发生后， 八美镇人民医院第一时
间统筹救灾工作，迅速落实值班人员，当即
派出一支结对认亲小分队前往中古村农牧
民亲戚家中协助抗震救灾。

地震发生后， 道孚县公安局八美分局
10 名党员干警成立了一支地震应急支援
服务队，到结对村支部开展救灾工作，并出
动 2 辆警车用于救灾物资的运送工作，同
时在村上设立了 1 个灾区便民服务站。

地震发生后， 中古村村支部共建共创

单位八美二中党支部的党员干部第一时间
赶到到村上， 帮助村民们开展抗震救灾工
作。 目前，5 个受灾乡镇共建共创 19 个县
级机关党支部深入 36 个结对共建村支部，
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 45 支 460 人，共计开
展义务活动 731 场次。

在道孚县中古村， 当地村民和县上的
干部们一次次向记者讲述着感人的故事，
记者在感动之余， 立即要求与故事中的主
人公见面，并对他们进行更进一步的采访。
然而， 记者得到的答复却是：“他刚才还在
这里搬东西，不知道又到那里忙去了。 ”“县
上还有事，她做完事之后，又回县上去了。 ”
“就不要采访了吧，某某某比我做得多。 ”

……

在中古村，置身在一排排蓝色的家园里，
记者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了：所有参与抗
震救援的干部、志愿者、电力工人、普通的群众
还有武警官兵都在忙碌地奔波着，交谈显得多
余，采访竟会在无意中打断工作进度。 就当记
者在“踌躇”之际，不一会儿功夫，一顶崭新的
帐篷又搭建起来了， 一盏灯又点亮了帐篷，一
批救援物资又送到了受灾群众的手中。

当太阳就要落下天际， 中古村吹起一
阵强劲的寒风， 但热火朝天的救援的场面
却丝毫没有降温的迹象， 记者看见老乡们
端着一碗碗滚烫的热茶走向武警战士，走
向志愿者，走向干部、走向奋战在寒风中的
人们。大风过处，蓝色帐篷上一面面鲜艳的
党旗和国旗迎风飞舞。

用爱心“搭建”别样的温暖
———道孚县共建支部、结对干部奋战抗震救灾一线侧记

本报讯 （记者 周华 文/图）11
月 30 日一大早， 经过一夜的长途
奔波后，本报推出的康定地震抢险
救援特刊从成都安全运抵康定。当
天上午记者在本报印刷厂装订车
间看到，印刷厂工作人员正在分拣
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特刊。

据了解， 本期特刊共 20 个版，
为藏汉文合刊， 从 29 日策划到 30
日出版，仅用了不到 24个小时时间。
期间，本报藏汉文报策划、编辑、组
版、图片制作、校对、印刷等各环节工
作人员全力以赴，连夜完成了以上各
环节的工作。 为保证特刊按时编辑
完成， 本报编辑记者连续超负荷工
作，仅 29日当天编辑量就超过了 10
万字。 为确保特刊印刷质量，本报印

刷厂专门安排在成都印制特刊，在一
边发送大样的同时，一边连夜派人派
车前往成都运回特刊。 本期特刊全
面反映了灾难发生后，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省政府对灾区的关怀及兄
弟市州的关心支持，全面报道了地震
发生后，州委、州政府迅速组织抗震
救灾及全州上下众志成城、抗击地震
灾害的动人场景。

又讯 此外，自康定地震发生以
来， 本报藏汉文报广大编采人员发
扬连续作战的精神， 已经连续 9 天
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 保证了一线
有记者的身影，后方编辑及时发声，
截止 30 日，本报藏汉文报已经出版
13 期《众志成城共抗灾难》专刊和
一期特刊，共计 72 个版面；本报《康

巴传媒网》自开办网站以来，首次实
现了网站信息即时更新、滚动发布，
网站日上稿量超过 100 条， 日点击
量均超过 10 万人次；本报微信平台
则采用短平快的方式， 第一时间发
布最新资讯，引导公众情绪，传播党
委政府的声音， 微信日点击和转发
量超过 2 万人次；除此之外，本报承
办的手机报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另据了解 ， 在此次应急宣传
中，本报除第一次实现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体在宣传报道上共融互补
外， 还尝试与电视及其他媒体合
作，借力媒体力量全方位完成宣传
报道任务。 期间，本报后勤人员则
积极做好后勤服务，为编采人员做
好后勤保障工作。

■本报记者 张磊 实习记者 吴远胜 文/图

11 月 22 日，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
在情歌故乡康定。灾情就是命令，保障好康定
至塔公路段交通安全和道路畅通至关重要。

康定县公安局折多山交通管理警务站
常年战斗在海拔 4928 米的折多山上，是离
此次地震震中和康定机场最近的的交警中
队。 所管辖的道路国道 318 线折多山段也
是通往此次地震灾区的生命线， 全国各地
的救灾人员、救灾物资、救灾机械都要经此
进入震中。

地震发生后 ，运送救灾人员 、救灾物
资的车辆增多 ，为了与时间赛跑 ，全力保
护灾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务站站长王
洛让第一时间带领全站 10 余名干警坚守
在了这里。

地震发生十多分钟后， 王洛让的家人
拨通了他的电话， 在得知洛让安全后，年
迈的父母将家里受灾的情况告诉了他。 电
话里 ，老母亲的声音哽咽了 ，语气中显然
还对刚刚发生的地震没有缓过神来。 王洛
让听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他依然选择
留在了灾区。

王洛让顾不得家里年迈的父母和需要
照顾的妻儿，第一时间率领队友在现场疏导
车辆。 “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保证道路通
畅，保证救灾车辆能及时赶到震中”。 王洛让
说，地震的时候，许多过往的驾驶员情绪紧
张，车辆也变得越来越拥堵。 干警们在对车
辆进行疏散的同时， 还告诫大家不要慌张，
很快司机们的情绪得到了控制。

“那天，队长的声音都喊哑了”，干警四

郎洛布说。 司机的情
绪稳定后， 队长连口
水都没喝， 又带着大
伙开始疏导车辆。 在
开 展 现 场 疏 导 的 同
时， 王洛让又马不停
蹄地与干警在道路岔
口设立了交通卡点 ，
实行了救援车专道 、
一般车辆绕道的交通
管理措施。 就这样，从
地震发生后， 王洛让
和所有干警工作 40
多小时， 从黎明到另
一个黎明、 从夜晚到
另一个夜晚， 守护着
一辆辆救援车辆安全
进出。

震后的道路不时有石头滚到公路上影
响交通， 王洛让和干警们每天都要反复巡
逻，很多时候，就算路过警务站，干警们都
没有进去休息。 据干警王鑫回忆，一次干警
在巡逻的路上，发现路上有很多石头。 “赶
快去几个干警把前后的车辆拦住， 其它人
跟我去搬石头。 ”车还没停稳，王洛让便跳
下车，冲到前面开始搬石头。

“你们要小心啊！ ”地震过后山体松动，
随时有可能再次滚下石头。 王洛让在招呼
其它干警时， 却忽略了自己也正处在危险
地带。

“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道路的畅通，保
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王洛让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

地震发生后，王洛让心里一直牵挂着灾
区群众。 在得知灾区祖庆小学的部分师生要
迁往甲根坝小学的消息后，王洛让带队对师
生进行护送，一路上对道路进行排查，一遇
到隐患点，就自己先进行查看，确认不会发
生危险后，才通知搭载师生的车辆通过。 到
达目的地后，王洛让又带领干警帮助师生搬
运衣服、铺盖等，一直忙到凌晨。 ”

这几天，王洛让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
作中，对于家人却有着很多内疚。 据王洛让
的妻子陈国琼介绍，丈夫忙于工作不能回家，
刚开始自己还是有点抱怨，但现在觉得能成
为一名警察的妻子是莫大的荣誉。

采访中王洛让对记者说， 抗震救灾工
作还没有结束， 我一定和干警们坚守在折
多山，全力维护灾区“生命线”安全畅通。

本报推出康定地震抢险救援特刊 海拔 4928米的坚守
———康定县公安局折多山交通管理警务站干警王洛让服务灾区记事

王洛让和同事们正在工作。

道孚党员服务队帮助村民抗震救灾。

本报印刷厂工作人员正在分拣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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