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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7 月 1 9 日电 ( 记
者秦华江)捆芦苇
护边坡、机器人进
涵洞、“养水盆”防
渗漏……在江苏
镇江，当地干部群
众和专业力量，因
地制宜就地取材，
老办法搭配新技
术，一批险情得以
消除在萌芽状态。

在镇江市丹
徒区世业镇先锋
村西南大堤，江潮
拍打着堤岸，不时
裹走一些泥沙，江
边柳树已浸泡多
日 ，水流越来越
湍急。

7 月 3 日起，
长江镇江站高潮
位连续超警，受农
历天文转潮和长
江大流量来水影
响，长江镇江段防
汛形势日趋严峻。

为防止江浪
将大堤掏空，当地
农民自发用手扶
拖拉机运来芦苇
等防汛“土物资”；
中国安能集团第
二工程局常州分
公司防汛前置备
勤队员分成两批，
一批在岸上捆芦
苇，一批站在水中
打木桩。

“将芦苇捆好
放倒排在江堤旁，再用木桩固定住，就能防江
浪冲刷。”中国安能集团第二工程局常州分公
司世业洲前置备勤指挥部副指挥长尚晓威
说，附近芦苇茂盛，用传统办法护坡投入小，
却能有效保障大堤安全。

不仅“土办法”显神通，一系列“上天入
地”及自动化新技术也在巡堤查险中大显
身手。

“头顶一江水，脚踩一只盆”，镇江扬中市
是长江第二大岛，120 公里江堤是人民群众
的“生命线”。该市 14 座通江水闸、175 座穿
堤涵洞，均要做到定人、定段、定时、定责任开
展巡查。

扬中市新坝镇江堤上树木较多，穿过密
集树木、跨越排水沟巡查江岸线易坍地段，察
看有无渗水、管涌，是每年汛期的重要工作。
对比往年动辄花费半天、甚至一天徒步巡查，
现在只需十分钟。

“无人机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坝镇水利
站站长杨全福说，操纵无人机，在树木密布的
江滩来回飞上两趟，通过高空定点拍摄、巡航
录像等功能，很快就能完成一处堤段巡查。

有些堤段上涵洞太小，人工检查无法入
洞怎么办？扬中市水利局副局长郭峰介绍，
他们使用专业机器人，凭借个头小的优势，它
们能在窄小管道内行走，“查看”涵洞内部是
否有破损、堵塞等，并能实时传输洞内情况
视频。

除了查洞，自动化及可视化还应用在了
电路故障排查及险情实时监测上。“往年汛
期，电路会因极端天气跳闸。今年，依托配网
自动化系统，能根据大数据对线路以及杆塔
状态实时监测，保障防汛用电。”国网扬中市
供电公司输配电运检中心主任黄海清说，他
们还配置输电通道可视化系统，可配合航道、
水利部门监控河道水情及江堤险情，现场信
息全部共享。

因为有了“新武器”，扬中的江堤险情得
以及时消除。在何家大港闸外通江港堤旁，
应急吸水膨胀袋、折叠储水式挡水墙、装配式
反滤围井等一系列“神器”不断运用，镇村联
动建设“养水盆”式防渗设施更加得心应手。

“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基层抗洪抢险更
加专业、更加从容。”郭峰说。

儿子扛起一袋沙土转身那一刻：“爸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防洪堤旁 ，1 0 分钟的家庭“团圆”

防洪堤旁，正在忙碌抗洪的下士鲍荣顺，转身
间，瞥见父母站在身边。

“我第一反应是眼花了！爸妈怎么会出现在这
里？”鲍荣顺说，定眼再看，没错！就是爸爸妈妈！

那一刻，儿子先是惊喜继而内疚：奔赴抗洪一
线，为了不让父母担心，鲍荣顺没有告诉他们。

那一刻，母亲的泪珠滑落脸颊：看到滔滔江水
边，满身泥泞奋力扛沙袋抗洪的儿子，作为父母，

谁又能不心疼呢？
受持续强降雨和长江中上游来水影响，安徽

省长江干流全线超警戒水位，防汛形势异常严峻。

几天前，第 72 集团军某合成旅闻“汛”而动，增援
安徽抗洪。鲍荣顺所在的该旅合成三营火力连，
被派往枞阳县防洪堤执行抗洪抢险任务。

家住合肥市的鲍旭东和苏玉梅，最近常看电
视新闻了解灾情。前几天，在抗洪一线的新闻画
面里，他们意外看见了儿子鲍荣顺的身影！

“画面一闪就没了，起初以为看走眼了，后来点
播回放才确定没错。”鲍旭东说，那个原来在家时，家
务活都不会干的儿子，如今满身泥泞扛沙袋。

苏玉梅把那段画面看了一遍又一遍，眼泪流
了一次又一次：“也不知道儿子有没有危险？吃得
好不好？有没有带换洗衣服？”

忐忑数日，17 日天还没亮，久不能寐的苏玉梅
摇醒了丈夫：“走！看孩子去！”两人给儿子和战友
们买了矿泉水、方便面、牛奶，塞满后备厢。一路

颠簸，到达枞阳县。一路打听，总算找到了部队
在枞阳宿营的小学。

值班参谋刘佳楠了解核实情况后，和正在带
领官兵构筑子堤的连队指导员刘启联系，找到了
鲍荣顺。

来到抗洪抢险现场，在众多身影中，苏玉梅
很快就看到了儿子。看到儿子扛起一袋沙土转
过身的那一刻，她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

腼腆的鲍荣顺不怎么说话，不停地用纸巾
给妈妈擦眼泪。父亲看似坚强，回过头的时候
也偷偷抹眼泪。

“鲍荣顺是连队副班长，班长因事不在连
队，鲍荣顺代理班长工作。他带领班里几名战
士冲在抗洪一线，抢最辛苦的工作干，是抗洪的
排头兵。”指导员刘启对鲍旭东和苏玉梅说。

听说儿子表现优秀，母亲脸上露出了笑
容，父亲也笑了，坚持要替儿子扛沙袋，一回
又一回，顾不上沙袋弄脏衣服。一旁，母亲拉
着儿子的手，原本想好的千言万语却不知从
何说起。

抗洪现场不便久扰，加之鲍旭东接到电话，
作为货车司机的他，要赶回去为灾区运送抗洪
物资。父子俩都在为防汛抗洪出力。

大家挥手告别，这次特殊的“团圆”，勉强刚
够 10 分钟。

车子启动了，缓缓行驶，母亲降下车窗，朝
儿子挥手。

鲍荣顺挥挥手，又急忙扭过头去——这次，
儿子落泪了。

(刘小红、李元庆)新华社合肥 7 月 19 日电

新华社合肥 7 月 19 日电(记者徐海涛、程
士华、陈诺)从 7 月 18 日早晨 6 点到 19 日中午
12 点，51 岁的合肥市包河区同安街道党工委
委员张红兵，已在南淝河大堤上度过了 30 个
小时。

17 日晚间开始，合肥下了一场创纪录的大
雨。17 日 20 时至 19 日 6 时，市区平均降雨量
188 毫米，其中降雨量最大的区域 319 毫米。城
市中心的政务区 18 日降雨量达 252 毫米，突破
1984 年 6 月 13 日 238 毫米的市区单日降雨量历
史纪录。

“雨太大，我们街道从前天晚上就全员上岗抗
洪了，现在形势仍然很紧张。”张红兵说。在张红
兵的身后，记者看到，被称为合肥母亲河的南淝河

河水已经漫过原有河堤，还在呈上涨趋势。500
多名身穿草绿色雨衣的抢险队员，正冒雨堆筑起
新的堤坝。

铲土装袋、推车运送、上堤堆坝…… 30 岁的
社区工作人员胡紫越 19 日早晨 4 点多就上堤了，
她说自己在城市里长大，之前从没在泥水里干过
这种重活。“水一直在涨，我作为党员肯定要带头
冲在一线。”胡紫越说。

头发被雨打湿，脚上磨出了血泡，市民王晓玲
作为抗洪志愿者也在堤上奋战。“为了保城市安
全，每个人都要尽一份力！”她说。

党心民心团结一心。在合肥的堤坝上、街道
边、深巷里、小区内，一场抗洪“街巷战”已全面
打响。

“水都快到腰了，鞋里面全是水……”在合肥
市北一环与肥西路交口，庐阳区亳州路街道的年
轻党员俞书翔坐在路边台阶上，边说话边倒出雨
靴里的水，两只脚泡得发白。

19 日早晨 6 点多，此处的积水开始上涨，停
在路边的汽车被水淹了一半。眼看水即将漫入周

边小区，街道紧急调来 20 吨沙袋。俞书翔和同
事一起，在水中连续奋战 6 个小时，用沙袋将洪
水堵在多个小区之外。

19 日中午，雨还在下，88 岁的市民鲁定环
和两个女儿在合肥南二环路旁的一家酒店里，
安然地吃着盒饭。

“活了这么大岁数没见过这么大的雨，我是
坐在澡盆里被救出来的。”鲁定环所住的蜀山区
荷叶地街道自行车厂宿舍，是个地势低洼的老
旧小区，18 日早晨，洪水从门外涌进她家所在
的一楼，她和女儿们先是转移到二楼，后来被社
区的救援人员救出。

到目前，自行车厂宿舍及周边的 4 个小区
共转移居民 185 人，他们大部分投亲靠友，其余
的被安置在周边的酒店，一日三餐由街道工作
人员配送。

“一桥一组、一处一岗”，合肥市组织人员对
市内的桥梁涵洞、低洼地带、危旧房屋、地下空
间 24 小时定岗值守，对南淝河、巢湖等重点河
湖不间断巡堤查险。

荷叶地街道金荷社区党委书记蔡勇从 18
日抢险开始，一连工作了 22 个小时，“休息时都
不怎么敢合眼。”19 日上午 6 个小时，他就走了
18000 多步。“社区已做好准备，迎接下一轮降
雨的挑战。”他说。

记者从合肥市水务、气象等部门了解到，
目前当地的抗洪形势依然严峻。 1 9 日 1 1
时，合肥市巢湖忠庙站水位达 12 . 82 米，超过
1991 年 7 月 13 日 12 . 80 米的历史最高水
位。全市 23 座大中型水库中，有 13 座超汛
限水位。未来两天雨势减弱，但仍有阵雨或
雷雨。

在南淝河五里庙段，18 日一天 360 余人
就运送沙袋 36000 袋，将河堤加固 2 公里，增
高 0 . 8 米。在胡浅泵站段，两日来已投入人
力 1500 多人次，将 1 . 3 公里长的河堤增高
1 米。

“南淝河现在的水位是 13 . 8 米，超警戒水
位 1 . 8 米，我们的河堤已加高到 15 米。”张红
兵说，“战胜洪水，我们充满信心！”

大雨 40 小时，合肥打响抗洪“街巷战”

▲ 7 月 19 日在滁河流域全椒县荒草二圩拍摄的被爆破开的滁河大堤缺口（无人机
照片）。

19 日凌晨 3 时许，接连两次震耳的爆破声后，安徽滁河大堤破开两处缺口，浑黄的滁河水
涌入堤内的荒草二圩和荒草三圩蓄滞洪区，顷刻间绿野变成汪洋。这是继 18 日启用东大圩蓄
洪区后，安徽又启用的两处蓄洪区。 新华社发（沈果摄）

安徽实施爆破泄洪

启用两处滁河蓄洪区

▲在江苏镇江扬中市长江大堤新坝镇新宁
村段，中国安能集团第二工程局常州分公司防
汛前置备勤队员在填充反滤料（7 月 17 日摄）。

▲在江苏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先锋村西南
大堤，中国安能集团第二工程局常州分公司防
汛前置备勤队员准备将捆好的芦苇放在江堤边

（7 月 17 日摄）。
图片均为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雨太大，我们街道从前天晚上就全员上
岗抗洪了，现在形势仍然很紧张”

党心民心团结一心。在合肥的堤坝上、
街道边、深巷里、小区内，一场抗洪“街巷战”

已全面打响

来到抗洪抢险现场，在众多身影中，苏玉

梅很快就看到了儿子。那个原来家务活都不

会干的儿子，如今满身泥泞扛沙袋

500 多名青壮年，从全
国各地赶回湖北嘉鱼簰洲
湾，防汛保家园；166 名湖北
消防救援人员奔赴江西，协
助处置险情、转移群众；“98
抗洪”中被解放军救回家的
小女孩，如今上堤值守；一名
学生刚下高考考场，就上防
汛战场当志愿者；驻守武金
堤，中建三局昔日火神山医
院的建设者们抗疫之后又参
与抗洪……防汛一线，无数
乘风破浪的“逆行者”，众志
成城，向险而行，汇聚成勇战
洪魔的安澜之力。

防汛抗洪已进入关键时
期，南方汛情持续发展，北方
防汛压力加大。国家防总 7
月 14 日通报的一组数据显
示，7 月份以来，洪涝灾害已
造成江西、安徽、湖北等 24 省

（ 区、市）1 8 4 1 万人受灾 ，
147 . 1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7 . 9 万间房屋不同程度损坏，
直接经济损失 419 .4 亿元。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
近几天，我国南方部分地区
还将持续受到降雨影响 。
接连降雨之际，湖北长湖，
江西赣江、修水、昌江，安徽
巢湖、水阳江，江苏秦淮河，
河南淮河三河尖段等 52 条
河流处于超警戒水位状态，
因汛致灾的风险不容小觑。

汛情就是命令，防汛就
是责任。防汛救灾，需要更多
人主动参与，需要各行各业汇
聚合力。战洪，就是保卫家
园，多一点努力，就有望多一
点平安。正因如此，“逆行者”

以身赴险的选择，格外令人动
容，也为更多人树立了标杆。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
难关头豁得出来 ，每一位
“逆行者”，都是防汛一线的
一座坚实堡垒。人们或许无法记住 500 多名
赶回簰洲湾防汛的人的名字，但定会记得他们
对故土的无限深情；“98 抗洪”中，参与救援的
解放军战士或许很难记清共救助了多少群众，
但每一位获救者都会在心中久久珍藏一份感
激 ，如今他们上堤值守 ，何尝不是一种“接
力”？那些火神山医院的建设者们，不少人此
前仍忙碌于疫情防控相关工作，还没来得及好
好休整，又一次英勇无畏地投入抗洪……

乘风破浪、义无反顾、众志成城、无私无
畏——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又一个“逆行者”，才让
群众的平安得到更好的守护，才让人民的财产得
到更好的护佑；正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才让人们
坚信：什么样的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洪水终将退去，而抗洪精神不朽。军民同
心、各界携手，万众一心、相向而行，我们定能筑
起一道“冲不垮的堤坝”，攻坚克难，风雨无阻向
前进！ （本报评论员梁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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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江洲镇官场村村民邹巧玉喜欢和
村里姐妹跳广场舞，但后来由于不少人陆续搬到
了市区居住，一年到头很难凑齐。今年防汛，她
惊讶地发现，许久未见的姐妹们都回来了。

最困难的时候，邹巧玉和十多个姐妹组成
增援队，哪里人不够就去哪里。“一般的防汛，我
们只负责在家做饭。但这次不一样，人手太紧
了。”邹巧玉说，一包沙子四五十斤，一人扛不动
就两人抬。

在江新洲最吃劲的几天里，全岛回来了
4000 多位青壮年。大家顶着大雨日夜奋战，或
巡堤查险，或装沙垒坝。饿了，就随便扒两口；困
了，就躺在哨所眯一会，拼尽全力只为把家
守住。

1998 年 9 月，江新洲南堤的安置大棚里，
一个女娃呱呱坠地，父母给她取名“志江”；在洪
水中出生的志江，今年刚大学毕业，二话没说便
扛起铁锹上了大堤。

心齐，无惧！

68 岁的梅俊洲是后埂村的老支书，近半个
月来每天在 1 . 5 公里长的堤段上走 4 个来回巡
堤，步伐慢不是因为腿脚不便，而是想看得
更细。

他说，每到汛期都是自己压力最大的时候，
到了夜里两三点都睡不着，闭上眼睛都是堤坝。

当了 20 多年的村干部，这已经成了一种习
惯。村里有人说梅俊洲是“憨巴”，他自己却觉
得还有更“憨”的。

时间拨回到 22 年前，梅俊洲依然记得，
为了堵住洪水冲刷坝体形成的涵洞，保住村
民生命财产安全，13 名镇、村干部推着一艘
渔船二话没说就跳了下去，没成想遇上漩涡，
一下子连船带人全卷了进去。当时大家都以为
人没了，幸好被冲到附近田地里，捡回了命。

在那之后，梅俊洲逐渐成为一名熟知险
工险段、懂得紧急处置险情的“大坝医生”。他
说，经过干部群众多年的付出，这段土坝成了
守卫百姓的“福坝”。

心里装着人民，行动才能义无反顾。
7 月 12 日，由于长江水位居高不下，柴

桑区江洲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应急预案，
果断发布通知，全镇老幼病残必须全部转移。

转移过程中，一些独居老人放心不下家中
电器，后埂村现任村支书周衍胜二话没说，光着
膀子就把近百斤的冰箱驮在背上，搬上了二楼。

柴桑区委书记骆效农感慨说，对老百姓有
求必应，老百姓才能相信我们。仅一天时间，江
新洲就转移出两千多人。

“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
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20 多年前，一
首讴歌人民子弟兵抗洪抢险的歌曲传唱大江

南北。
时空变幻，又逢大汛，在战士们当年踏过的

堤坝上，新一茬年轻子弟兵再次奋不顾身。
装填 600 方沙土，两万八千多个沙袋，抢筑

960 多米长子堤…… 11 日雨夜，武警九江支队
教导队代理排长孟德帅和 50 名年轻战士，争分
夺秒、奋战一宿，江新洲北堤坝面最低的九洲段
挡住了洪水漫堤。

“把最难最险的堤段交给我们，这是百姓对
我们的信任。”孟德帅说。

在 40 多公里长的江新洲大堤，从各地开赴
而来的 1500 多名战士日夜坚守；在赣鄱大地，
截至 7 月 18 日 19时，全省累计投入抗洪抢险
人力 206 . 24 万人次……

17 日上午，“长江二号洪水”在上游形成。
18 日中午 12时，长江九江水位 22 . 17 米，仍超
警戒线 2 . 17 米，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战斗在
继续。

27 岁的张恒是新洲垦殖场村民，曾在天安
门国旗护卫队服役。洪水来袭，内涝严重，家被
水围住了，张恒每天用船推着行动不便的父亲
蹚水走出来，一起巡堤查险。

防汛间隙，不经意间看到堤坝上飘扬的五
星红旗，张恒总会挺直腰杆。他说：“过去扛国
旗，如今扛沙袋，为的都是一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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