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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市开展抗震救灾史料内容涉及地震发生后，北京市及各区县政府、各系统、各行业迅即投入
抗震救灾、生产自救，建立防震疏散点安置群众、妥善解决人民群众居住和生活困难，城市煤气、道
路、房屋抢修，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药品、食品生产，公共交通和商业零售业恢复正常运转等方面
的情况。
在四川省汶川县　I发生8级强烈地震后，我们整理公布这组史料，对于诸如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
后，灾区特别是大中型城市开展生产自救，尽快恢复人民生活和正常的社会秩序，重建家园具有参考
价值。
为了更好地保持历史原貌，将北京市档案馆藏相关史料按照时间顺序整理排列，对于一些具有特定时
代色彩的语句未做删改，只对明显的错字、衍字等进行了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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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是抓住居民疏散以后迫切需要解决吃、住问题这一重点，适时地改变供应品种和服务方式。
饮食业积极生产主食和简单炒菜。
粮食行业全力供应切面、挂面。
副食行业大力供应蔬菜、熟肉、糕点和瓜果。
百货、土产行业则积极供应搭棚材料以及露宿必需品。
在服务方式上，广大职工提出：“群众到哪里，服务到哪里；群众需要什么我们供应什么。
”设立服务摊点、出流动货车、服务车，上街售货服务。
对于集中疏散点，区属商业、服务业主动和街道抗震指挥部挂钩，实行定点划片、包干供应。
为了减少排队，方便群众，饮食行业有的搞干稀搭配、主副食合一的份饭、盖饭和馅货；有些副食行
业采取了糕点、糖果包包，蔬菜、肉论份的供应方式。
有些银行分理处主动到商店兑换小票。
一些土产、日杂商店还适应群众搭棚需要，把铅丝分成小把，把圆钉等包成小包，供应群众。
　　抗震救灾中，财贸各行各业打破了分工界限，不分份内份外，一切服从于抗震救灾的急需。
宣武区一些浴池行业，充分利用现有设备，为群众供应开水。
东城区朝内煤厂等单位的职工，不但为群众送煤到棚，还为群众代修煤气炉。
西城区许多副食店深入医院为伤病员送去糕点、红、白糖和各种食品。
西城新风饭馆为群众设立了开水站，还为附近二十多户老弱病残包饭，一日三餐，按时送到。
八月七日全日大雨，为了给群众祛寒，东城区三十五个副食基层店，深夜冒雨串棚，为一万多户居民
送去红糖一万多包、姜粉三百多包；饮食行业为七万多身居帐篷的群众送去了姜糖水。
糖烟酒公司接受了赶装五万个慰问袋的任务，任务很重，崇文区人民银行立即抽人赶去支援。
二十八日，通县急需烧饼、馒头一万多斤，四个城区饮食业闻讯后，连夜赶做了二万三千多斤。
天津要求支援咸菜六十六万斤，朝阳、东城区的副食行业，立即连夜赶装，第二天一早便送到了。
所有这些，都是广大财贸职工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一个方针三个服务”的社会主
义方向的结果，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商业的无比优越性。
　　四、干部亲临第一线，与群众实行“三同”，哪里有困难，干部就出现在哪里。
各级党的领导干部，遵照毛主席关于干部要和群众实行“三同”的教导，亲临抗震救灾斗争的第一线
，和广大群众同学习、同批判、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
有些同志抑制全家几口亲人受灾牺牲的悲痛，坚守岗位，参加战斗；许多干部不顾家里房屋倒塌，家
属情况不明，日日夜夜地战斗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不少年老有病的干部，不顾体弱多病，震情一发
生，就立即赶到工作岗位，参加战斗。
他们在同群众共同战斗中，遇事同群众商量，碰到困难和危险，就带头冲上去，大大地鼓舞了职工群
众的斗志。
石油公司通县石油经营处党支部“一班人”个个迎着团难上，事事冲在前，为群众做出了样子。
支部委员见德庆同志，年已五十多岁，震后，不顾家里房子倒塌，立即赶到油库，连续九天顶班劳动
。
他为职工搭了不少帐篷，而自己却睡在露天。
食品供应处食品厂厂房危险，支部书记、副书记带头进去，坚持了生产。
东外副食商店党支部书记武旭昶同志，发现一个门市部房屋被震裂欲倒时，奋不顾身地钻进去，用铁
柱顶住了房梁，防止了倒塌。
大兴县采育供销社灾情比较严重，四百八十间房全部震损，其中二百七十四间倒塌。
地震时，支部书记孟宪民同志自己住的房子倒塌，他冒着生命危险冲了出来，不顾家人安危，立即到
各点呼唤职工，组织抢险，使全社一百七十六名职工全部脱险，又同职工一起经过三天三夜连续战斗
，抢救出价值三十六万元的商品。
服装、百货公司的领导同志，震后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亲自押运服装、棉毯去唐山。
北京饭店党委书记、常委和服务员一起值夜班，一起上街为居民送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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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局、粮食局等单位的领导同志，到最艰苦的第一线参加劳动，解决生产、供应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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