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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抗洪
暴雨如注，侵袭荆楚。入梅以来，

湖北先后遭遇 7 轮强降雨，引发严重
洪涝灾害。8 日 11时，湖北省减灾委、
省应急管理厅将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
急响应由Ⅳ级提升为Ⅲ级。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面对暴雨引
发的灾情，湖北各地统筹部署、紧急应
对，全力以赴抢险救灾，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

争分夺秒

始终坚持生命至上

“救出来了！”8 日下午，湖北省黄
梅县一名 80 岁的老人，被救援人员从
因山体滑坡垮塌的房屋下救出。

8 日凌晨 4时许，黄梅县大河镇
袁山村 3 组突发山体滑坡，9 人被埋。
袁山村党支部书记袁江旺说，滑坡发
生时，共有 7 户农民房屋被冲垮。

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被救老人神
志清醒，且能轻轻说话。等候在一旁的
救护车，迅速将其送往县城医院救治。
袁山村事发地点附近的其他 40 多名
村民已转移到安全地带。截至 8 日 20
时许，现场已搜出 5 人，其中仅这位老
人生还；尚有 4 人未被搜出。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成立前方
工作组，现场指导救援。除先期到达的
当地救援力量外，湖北省应急管理厅还
调集消防救援队伍、部队、鄂东南矿山
救援队等专业救援队伍以及中建三局、
湖北工建集团等部分企业救援力量和
蓝天救援队等社会救援力量前往救援。

连日来，长江武汉段水位持续上
涨。截至 8 日 18时，长江汉口站水位
涨至 27 . 81 米，超警戒水位 0 . 51 米。

险情就是命令。面对严峻汛情，为
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武汉部分辖区
陆续启动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在四面环
水、地处长江河道中心的天兴洲，当地
党员干部连日来加强入户摸排洲上人
员情况，动员非防汛人员全部转移。

“摸排统计共有 457 名应转移村
民，目前已全部转移。”武汉市洪山区天
兴乡党委副书记王帅 8日告诉记者，其
中有 110人转移至集中安置点，其余人
员多投亲靠友或返回市区内自有住房。

应急响应

5 万余名干群上堤防守

长江赤壁站，超警戒水位 0 . 67 米；嘉鱼站，超警戒水位 0 . 43
米；簰洲湾站，超警戒水位 0 . 72 米…… 8 日 8时，长江湖北咸宁段
水位仍在不断上涨。

“随着长江咸宁段全面超警戒水位，我们每公里堤防安排防守力
量 30 至 50 人，全面开展巡堤查险除险工作，力争做到崩岸、散浸等
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坚决确保大堤安全。”咸宁市河道堤防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说。

防汛，及时发现隐患方能及时除险。
府河之滨，武汉市东西湖区东山街城管所 30 名防汛突击队员正

按照防汛巡堤抢险预案，在 7 . 4 公里堤段进行巡堤查险。“一定要认
真、仔细！”所长余建平高声提醒队员们。

据湖北省水利厅统计，截至 8 日 8时，湖北超警戒水位以上堤防
长度 2049 公里，其中长江 765 公里，汉江 143 公里，支流 1141 公里。
除堤防管理单位的专业人员外，上堤防守的干部、群众已达 57909 人。

抢排抢种 全力减轻农业损失

持续强降雨，令湖北的农业生产面临严峻形势。
抢险！湖北着力最大限度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
8 日，监利县周老嘴镇双鸣村，十几台抽水泵正加速抽排。“村里

有 5000 多亩田，绝收面积预计近 900 亩。我们正组织 200 多人持续
参与排涝，泵站也是日夜抢排。”双鸣村党支部书记张立大告诉记者。

长江之畔，簰洲湾镇大片农田被淹，内涝严重。
嘉鱼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决定增加泵站排水能力。供电部门

紧急调运增加变压器，为新增加的排渍泵机组供电。“我们要尽最大
努力，加快排涝。”簰洲湾供电所主任蔡亚军说。

目前，湖北各地纷纷组织农业救灾专班进村下田，参与抢险救
灾。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工作组分赴 12 个市州，指导各地抢收、抢
排、抢修、抢种，减轻灾害损失。 （记者梁建强、侯文坤、徐海波、
冯国栋、王自宸、乐文婉） 新华社武汉 7 月 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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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 7 月 8 日电（记者王立武、徐海涛）24小时里两次暴发
山洪，地处皖南山区的碧云村村民们说：“没见村里发过这么大的水！”

7 月 7 日傍晚，记者乘车进入宣城市旌德县境内，车在群山间行
驶，沿途不时可见山体滑坡造成的树木倒伏、泥石倾泻、路桥受损。到
了孙村镇碧云村的五叶林山脚下，道路彻底中断了，只见山坡上一股
大水奔涌而下，冲过公路瀑布般流下山涧。

在“轰隆隆”的水声和雾气中，一群人正站在急促的水流中抢险，
有的拿着铁锹挖泥，有的合力抬出断树干，还有一台挖掘机在清理路
面上的积石。“山洪冲下来的树木、泥石把河道堵了，公路就变成了行
洪道，必须及时疏通河道，不然下一轮洪水来了破坏更大！”54 岁的
碧云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夏明华正拿着铁锹在清淤。
他介绍，7 月 6 日早晨 5 点和晚上 8 点，受强降雨影响，村里两次山
洪过境，而且“一次比一次大”，地面积水最深时“没过膝盖”。

今年入汛以来宣城市已遭遇 5 次强降雨，特别是 7 月 2 日以来
的强降雨造成较大灾害。截至 7 月 7 日全市受灾人口达 161655 人
次，紧急转移避险安置 22107 人次。道路等设施受损严重，其中旌德
县道路塌方千余处、塌方量近 2 万立方米。

碧云村是旌德县灾情最重的地方之一，全村 5 . 6 公里道路受损，
房屋倒塌 15 间，公路中断，建于清康熙 15 年的永福桥也被水冲毁。

碧云村原是个贫困村，2017 年才脱贫出列，这次水灾会不会导
致因灾致贫、返贫？记者来到受灾的脱贫户方光虎家，他正要与哥哥
一起去村部吃晚饭。“山洪来之前村里连夜就安排我们转移了，到村
部吃饭，晚上睡在村会议室，有电视、蚊香，棉被也很干净。”他说自己
去年收入一万多元，主要收入来源是产业扶贫、公益岗位、光伏发电
等，这次水灾中他家院墙被冲倒，淹死了十几只鸡，对收入影响不大。

“水来人就退，水退人速进！”夏明华说，村里党员带头组成抢险
救灾队，每次山洪来前安排群众转移，洪峰过后迅速组织自救。洪水
造成了一些损失，一方面县里已经安排救灾补助，更重要的是多年来
的扶贫措施发挥了作用，比如方光虎从产业、劳务、金融等 11 个方面
受到帮扶，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我们有信心克服困难，灾情挡不
住全村脱贫攻坚的步子！”

旌德县扶贫开发局局长李晨光介绍，近 6 年来全县累计脱贫
2510 户 5639 人，贫困发生率已降至 0 . 03%。面对灾情，全县持续推
进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光伏扶贫等“十大工程”，进一步夯实基础，全
力打好脱贫攻坚“夏季攻势”。

山洪过境 2 4 小时
安徽旌德“水退人进”保脱贫

雨！雨！雨！
水！水！水！
连续强降雨，让千年徽州古城安徽歙县

遭遇严重洪涝灾害。
从凌晨到深夜，从街区居民住户到政务服

务大厅，从高考考点到企业园区，搭浮桥、清道
路、送电源、排积水……为了不让这座城市停
摆，歙县党员干部群众使出了“十八般武艺”。

孩子们赶考，我们也在“赶考”

大水来袭，时逢今年高考开考。
7 日深夜 10时许，在歙县城许大道一处

路段，20 多名民兵紧急搭建浮桥。“我们下午
5 点就赶到这里，搭桥就是要保障学生能顺
利通过这一路段。”脚上满是泥浆的 25 岁民
兵何鹏说。

歙县人武部副部长徐国友介绍，浮桥长约
300 米，通往歙县二中考点，可以保证考生能
顺利到达考点。经过连夜施工，他们搭起了两
组浮桥，分别通往歙县中学和歙县二中两个考
点。浮桥搭设完毕后，还安排了民兵值守。

连日来，歙县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各城区，
全力保障学生参试成了他们的重要工作。

8 日上午 9时，记者在歙县二中和歙县
中学考点看到，孩子们已顺利进入考场，送考
家长们或刷着手机，或三五成群闲聊，在校门

口耐心等待着。歙县二中门口，十几辆送考
大巴车停靠在路边，国网歙县供电公司党
员服务队队员正在忙碌。

“公司 300 多名员工几乎全员出动。今
天有 8 人到二中考点，还有一辆发电车，随
时应对突发情况。”公司党委书记任俊胜
说，“这里是孩子们的考场，汛情则是我们
的考场！”

考生家长王建国说：“现在一切都很顺
利，我们很安心！”

冷冷的雨水中，有热血的我们

7 日上午 8时，监测歙县水情的渔梁
水文站水位达 118 米，超过警戒水位 3
米多。

面对罕见大水，歙县县委组织部发出
紧急动员令，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争当
抗洪救灾的先锋队和群众的贴心人。

7 日凌晨 4时，徽城派出所接到报警，
有人被困水中，民警许磊、方常成赶到现
场，像耍杂技一样脚踩栏杆靠近，利用身边
塑料桶等物体，将涉水人员拉到身边，成功
营救。

7 日 9时，一个旧小区洪水不断上涨，
淹没了底层，多名群众被困。民警汪俊、章
忠礼等人利用围墙外的高地，以人字梯翻

墙接力的方式展开营救，成功将群众转移。
7 日中午，徽都豪庭小区内，一名即将

临盆的孕妇羊水已破，但通往医院的道路
被洪水阻断，情况危急。县消防救援大队和
现场武警官兵推着橡皮艇涉水行进，把孕
妇送到医院。下午 14时 20 分，获救孕妇顺
利产下一名婴儿，母子平安。

在县人民医院，记者看到，院区浸水严
重，全院党员干部出动搭建临时人工“医疗
桥”，协助患者转移到高楼层就诊。

群众生命重于泰山。一个个不眠之夜，
一双双通红的眼睛，歙县 1 . 5 万余名党员
日夜奋战在一线。

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市的韧劲

8 日上午，歙县丰乐河边马路上，细雨
中，市政人员正在清理淤泥垃圾，接下来还
将安排防疫消杀。河中水位比 24 小时前下
降了许多，河边被大水冲毁的围栏，还挂着
水草等杂物。

在歙县政务服务大厅，县数据资源管
理局局长方锦卫 8 日一早就赶到这里组织
职工清污。大厅内一片狼藉，男同志搬运物
品，女同志用笤帚、拖把向外扫积水，门口
台阶上形成了小瀑布。“我们得尽快恢复办
公，方便企业群众办事。”方锦卫说。

歙县经济开发区是受灾严重的区域，
这里有强峰铝业、薇薇茶业等近 300 家企
业，其中 180 家企业受灾，预计损失超过
12 亿元。8 日上午，工程车正在对被洪水
冲毁的路面进行清理修复。“现在供水没问
题，我们正对供电线路逐个检查，逐个通
电，预计一周内陆续全面恢复。”开发区管
委会副主任潘利青说。

生活物资供应上，应急部门已为开发
区的企业调运了矿泉水、方便面、饼干、面
包、火腿肠，如果企业食堂无法正常营业，
可以确保员工有饮用水和食物供应。

“城区交通、电力已基本恢复，我们还
为一些移动通信基站、银行运送了应急电
源，相关部门在查看市场、超市情况，全力
保障生活物资供应。”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
卫国说。在市中心，记者看到，紫阳广场、台
客隆、悦客超市等几家重点商场超市已恢
复正常营业，粮油蔬菜供应正常，物价
稳定。

8 日 14时，歙县城中河中水位还在下
降。经历了 1969 年和 1996 年两次大洪水
的千年古城，在这场家园保卫战中用一座
城市的韧劲，让罕见的洪涝灾害为之黯然
失色。（记者李亚彪、陈尚营、姜刚、朱青）

新华社合肥 7 月 8 日电

为 了 让 我 们 的 城 市 不 停 摆
汛情下的千年古城安徽歙县直击

新华社武汉 7 月 8 日电（记者王贤）“金
子山隧道出口小时雨量、连续雨量分别达
35 . 4 毫米、178 . 9 毫米，超过封锁警戒值，需
要封锁！”7 日 16时 51 分，中国铁路武汉局
集团有限公司宜昌综合维修段防洪办值班人
员刘德财一边盯着电脑监控数据，一边紧急
向防洪办主任李维东报告。

“收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李维东说。
随后，相关人员迅速办理封锁申报，13 分钟
后，宜（昌）万（州）铁路利川至恩施区间封锁，
后续处置工作随即展开。

宜万铁路位于喀斯特地貌山区，岩溶、暗
河等不良地质遍布，桥梁、隧道里程占总长的
74%，被业界称为“桥隧博物馆”。因地质条件
复杂，一遇暴雨等恶劣天气，线路渗水、危石
滚落、岩溶陷穴等风险隐患增多，线路安全保
障压力大。

6 月以来，宜万铁路沿线多次遭遇强降
雨。7 月 7 日，滂沱大雨再次来袭。金子山隧
道出口安装有雨量计，雨量值通过光纤传输
到 200 多公里之外的宜昌综合维修段安全生
产指挥中心，一旦雨量达到一定数值，将由轻
到重相应启动出巡警戒、限速警戒和封锁
警戒。

随着降雨量加大，宜昌综合维修段已派
出多人巡查。区间封锁后，恩施综合维修车间
利川综合工区工长熊文敬又组织人员，顶风
冒雨乘轨道车从恩施、利川两个方向分别检
查。他们站在司机身后，查看线路两侧及隧道
内设施设备，经过 K1331+280 处时，熊文敬
让司机降低时速。

这里前年汛期曾出现岩溶陷穴，虽当年
整治完毕，但每次巡检，他都会格外留意观
察。确认无问题后，熊文敬乘坐的轨道车继续
向前。20时 06 分到达恩施站时，熊文敬悬着

的心终于放下了。一路上，他们只发现沿线
山体有一处溜坍迹象，不影响行车。

雨慢慢小了，金子山隧道口的雨量
值持续降低至限速警戒值以下，检查人
员反馈线路安全。20 时 08 分，利川至恩
施解除封锁，线路恢复通行，一列列火车
呼啸而过。熊文敬又坐上轨道车巡检至
利川，直到深夜 23 时以后才结束当天的
作业。

“今年以来，宜万铁路沿线降雨量明显
增多，我们已对相关区段下达了 3 道封锁
命令，而去年全年仅 1 次。”李维东指着各
个关键防汛点的视频监控画面说，“尤其是
云雾山、大支坪等长大隧道，必须全面排查
病害、及时整治，每晚我们都会安排人员进
入隧道巡查作业。”

夜越来越深，宜万铁路恩施至巴东区
间雨下个不停。荒野小路上，几缕头灯灯
光闪过，恩施桥隧车间助理工程师李亚俊
和隧道一工区的工人们正赶赴吴家湾隧
道进行敲击检查。预定的时间一到，李亚
俊带领同事们迅速进入隧道，搭起脚手
架，作业人员昂起头用敲击锤敲打隧道的
拱顶和拱腰，李亚俊在脚手架下仔细分辨
音质。

“如果敲击声由‘铛铛铛’这样清脆的
声音忽然变成‘咚咚咚’的沉闷声音，表明
可能有空洞，便要爬上脚手架再次确认。”
李亚俊一边听敲击声，一边查看隧道拱顶
及两侧是否有掉块、裂纹、渗透水等，对隐
患问题一一拍照、记录，交给后续队伍处理
整治。

“今年是宜万铁路大规模隧道病害整
治的第 3 个年头，整治后隧道掉块、渗漏水
情况比往年好了很多，近两年来没有发生

断道，但今年雨水太大，我们还是要小心防
范，容不得半点闪失。”李亚俊说。

隧道外，沿线山体的危石是宜万铁路
的重要风险点。开通运营 10 年来，沿线已
有近千处危石得到整治，但不同类型的危
石仍有百余处，其中，位于巴东至长阳区间
榔坪 2#隧道出口的 K1206 防洪点是中国
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管内唯一的一处
一级防洪看守点。在这里，恩施桥隧车间巴
东巡山工区的青年工人刘可和另一名同事
正紧盯视频，24 小时看守。

“K1206 看守点，K1270 次列车接
近。”8 日凌晨 4时 34 分，看守点外下着小
雨，刘可接到 K1270 次列车司机的联控
电话。

“K1270 次列车，K1206 看守点正
常。”刘可查看监控视频，确认安全后回复
道。每一辆列车经过这个看守点前，都要有
这样一次短暂而重要的对话。4 分钟后，
K1270 次列车安全驶过防洪点。

汛期值守的每一个日夜，刘可都要通
过监控视频、上山巡查，密切观察危石变
化，遇到危险则及时采取措施，确保行车
安全。

清晨 6时多，雨终于停了。凌晨 2时才
休息的李维东走出办公室，到段里的安全
生产指挥中心了解出现险情的另一条铁路
的抢险情况，投入到新一天的防汛工作
中……

“入汛以来，全段 2000 多名职工日夜
奋战在管内 1053 公里长的线路上。今年梅
雨期将延迟至 7 月中旬，安全责任重于泰
山，我们坚持防疫防汛两手抓，努力确保列
车运行安全。”宜昌综合维修段段长代云
晖说。

宜 万 铁 路 不 眠 雨 夜

▲ 7 月 8 日，在歙县政务服务大厅内，工作人员在向外扫积水（手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张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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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洪水反复较
量的当下，胡光焱从
没想过自己会有半天
假。作为重庆市綦江
区应急局安全生产综
合协调科科长，他已
经在防汛抗洪一线连
续 战 斗 了 半 个 多
月—— 6 月 22 日以
来，穿城而过的綦河
四度遭遇洪峰袭击，
綦河流域首次全线拉
响红色预警。

他所在科室承担
着綦江区安委会办公
室的日常职责，负责
区级各部门和街镇的
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工
作。转移群众、组织清
淤、协调救灾……即
使被抗洪挤占了全部
时间，胡光焱的心中
始终有一份牵挂，那
就是今年参加高考的
儿子。

儿子小胡刚满
18 岁，就读于綦江中
学，是一名理科生。虽
然家离学校只有一墙
之隔，但小胡上学期
间却少有机会回家吃
饭。平日里，父亲和在
一家企业打工的母亲很少准点下班，他
们只好给儿子办了张学校食堂的饭卡。

小胡很懂得体贴父母，他已经习惯
了在学校吃饭的生活。中午，他通常会留
在教室里午休。但在高考前，儿子向父母
提出了一个请求，高考期间想吃家里的
饭，这样能保持更好的状态。

看似简单的请求却令父母犯了难。此
刻的綦江，一轮洪峰刚过，又一轮洪峰袭
来。6 月 22 日、6 月 28 日、7 月 1 日……
距离儿子高考的时间越来越近，洪峰到来
的节点也越来越密集，胡光焱更忙了。由
于工作原因，他的妻子也同样难以抽身。

无奈之下，他只好找到姐姐，约定好
自己提前准备食材，由姐姐到时上门给
孩子做饭。

虽然吃饭的问题解决了，但胡光焱
心里还是有一丝遗憾。直到 6 日下班前，
一则通知下发后，这丝遗憾消失了。

原来，由于汛情较前期趋缓，局里决
定 7 日上午给有子女参加高考的职工统
一放假半天。“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特别
激动，儿子的这顿饭我一定要自己来
做。”回到家的胡光焱告诉姐姐“不用来
了”，开始和妻子盘算着第二天的菜单。

他回忆起此前家长会上老师的提
醒，高考期间饮食要有营养且清淡，最终
敲定做三个菜：清炖排骨汤、炒鸡蛋和鱼
香肉丝。

“儿子还说了，要考完一回家就能吃
上饭，吃完后还要好好睡一觉，所以时间
一定要卡准，对我这样一个很少下厨的
人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胡光焱说。

于是，7 日一早送走儿子后，他就开
始准备午饭。照着从网上找来的菜谱，胡
光焱按步骤一边学一边做，“一阵手忙脚
乱”后一切顺利，他还特意在汤里放了山
药和玉米。

7 日中午 11 点 40 分左右，儿子考
完语文回到家中。胡光焱的饭菜也已经
做好。父子俩坐在餐桌旁，一起吃了一顿
“珍贵”的午饭。

他们事先约定，吃饭时不谈论与高
考有关的话题。“我问味道如何，他回答
说不错，我知道他更多是在鼓励我，但我
还是很欣慰。”胡光焱笑着说。

下午送走儿子，胡光焱又迅速赶回
办公室，投入到新一轮抗洪工作中。这天
上午，綦江区防汛指挥部再次启动防
汛Ⅳ级应急响应，綦江人与洪水的较量
仍在继续。 （记者周闻韬）

新华社重庆 7 月 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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