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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抗洪
在当前的防汛抗洪中，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奔赴一线，不舍昼夜巡查救
援；专家学者积极出谋划策，指导科学
防御排险。

记者近日在长江干堤湖北黄冈段
采访时发现，一些村民群众和基层干
部，用脚步丈量大堤，在防汛一线敏锐
地发现问题，并紧盯问题找症结、出点
子、“开药方”，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长江
防汛的新智慧。

一个哨棚：休息好才能守好堤

长江防汛期间，干堤上搭起了一
个个哨棚。但有时不足 10 平方米的集
装箱内，要待下十几个人。“就像个‘闷
罐’，不通风不透气，也不符合防疫要
求。”一些参加防汛的村民嘀咕着。

而在黄冈市武穴市田镇办事处钱
炉村江堤上，集装箱哨棚外还用脚手
架、彩条布搭出一个十余米长的帐篷。
“敞亮透气，吃饭能保持距离，中午也
可以眯一会儿。如果每个哨棚都这样
就好了。”巡堤刚回的钱炉村村民赵
辉说。

赵辉的建议得到黄冈市防汛抗旱
指挥部驻武穴督导组的认可。武穴市
推广“钱炉村模式”，支持沿江各村对
哨棚“提档升级”，并配备专职医务
人员。

一堆砂石：抢险随时待命

7 月 8 日晚，督导组来到长江大
堤武黄湖泵站处，发现堤脚堆满建材，
道路被堵。如果发生险情，车辆人员如
何快速到达现场？

“1998 年，车子、备料都在堤下，
等 出 了 险 情 再 调 挖 机 ，根 本 来 不
及……”村民李建国说起自己的抗洪
经验。其他几位老年村民也七嘴八舌
地围了上来。

督导组将这一情况通报给武穴
市。武穴市随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决
定，每公里江堤备足 10 车黄土、1 台
铲车、1 台挖机、5 辆运输车，停在哨
棚旁，随时待命。

一盏路灯：查险不易看漏

夜晚的江堤漆黑一片，巡堤人员
穿行在堤脚的防护林中，手里的电筒
星星点点、忽明忽暗。

7 月初的一个晚上，督导组成员
王林浩在江堤上遇到武穴市龙坪镇干
部黎晓琳。只见她只身一人打着手电
筒，弓着腰，小心翼翼地巡查。

“要是有个灯就看得更清楚，还能
防蛇防虫。”黎晓琳说，散浸等险情冒
水不明显，晚上靠着手电筒微弱的光
容易看漏。而且，江堤边蛇多，她每次
巡堤都穿着高筒雨靴。

黎晓琳的一句话“点醒”了王林
浩。他找到电力专业人员咨询后，立即
向武穴市建议：“长江干堤要全线亮
灯，险工险段要灯火通明。”一场“亮
化”工程随即开始。第二天傍晚 7 点，
一条“灯带”点亮长江武穴段。

一个喇叭：群众动起来了

“要高度警惕 ，严密注意港边、井边、塘边、田边、堤
边……”7 月 13 日，督导组巡查到长江干堤龙坪段时，遇见一
辆面包车上正架着一个喇叭，反复播放《致龙坪父老乡亲的一
封信》。原来，这是龙坪镇政府的“防汛宣传车”。

这一做法让督导组一行“开了眼界”。督导组成员段炎涛
将拍下的视频发到黄冈市各个防汛微信群里。很快，黄冈各
乡镇的流动宣传车开起来了，喇叭响起来了，群众也动起
来了。

“听到喇叭里喊要注意港边井边，我就想起附近这口水
井。”7 月 17 日上午，武穴市花园社区居民吴有刚发现一处管
涌，立即上报社区，险情及时得到了处理。

一则通知：巡堤不再“一脚带过”

防汛初期，不少防汛干部在武穴市部分江堤巡查时都能
看到，巡堤村民会认真查看江堤背水坡，而极易出现散浸险情
的堤脚、平台只是“一脚带过”。“那么深的杂草和灌木，脚都伸
不进去，怎么去看？”巡堤村民也很无奈。

随着江水不断上涨，巡堤查险越发重要，但堤脚上茂密的
“青纱帐”却成为“盲区”。不少村民建议：必须清障除杂，否则
巡堤就流于形式。

黄冈市纪委征求水利专家意见后，向全市发出通知，要求
迅速开展江堤背水侧清障除杂工作，让长江干堤“轻装上阵”

抗击洪水。 （记者徐海波）新华社武汉 7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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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他告诉记者，主要通过免耕技术等保护黑土
地，秋天将全部玉米秸秆覆盖还田，春天免耕播种或条带耕作
后用免耕播种机直接播种，减少土壤风蚀、水蚀，增加土壤有
机质含量，玉米长势更好。

“粮食生产的根本在耕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高
标准农田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也正是我们努力
实践的。手中有粮，才能心中不慌。”张文迪说。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
广大农民和农村工作者表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吉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粮食生产放在最重要
的战略位置，不断加强粮食生产基础保障能力建设，稳政策、
稳面积、稳产量，为端稳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贡献力量。

“庄稼都起来了，挺好！”这些日子，眼见着地里的庄稼长
势越来越好，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玉新玉米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麻玉江终于放下了悬着的一颗心。就在一个月
前，合作社还有约 20% 的地块受涝，部分秧苗枯黄。

麻玉江说，事在人为，村里组织好几台水泵排水，加上最
近天气晴朗，算是打了个“翻身仗”，现在玉米长势比去年
还好！

“种地有奔头，致富有信心。总书记的嘱托，让大家干劲更
足。现在看，只要后期没有大的灾害，肯定还是一个丰收年。我
有信心，一定不辜负总书记希望，再接再厉种好粮，把合作社
办得更加红火。”他说。

（记者齐中熙、孟含琪、杨喆、侯文坤、姜刚、张紫赟、吴慧
珺、姚子云、阳建） 新华社北京 7 月 26 日电

粮安天下

新华社合肥 7 月 26 日电（记者李亚彪、
程士华）2860 条生命、166 面党旗、77 座湖
心庄台。这是三组不能被忘却的数字——今
夏，安徽阜阳同一天启用沿淮四个行蓄洪区，
以削减淮河干流洪峰、减缓上游洪水压力、控
制中下游洪水下泄量。

2860 条生命：从最不利情况出

发，做最充分准备

“洼”，意为“凹陷的地方”。
蒙洼，是“千里淮河第一闸”王家坝闸下

的第一个行蓄洪区。这里的 19 . 5 万名百姓，
绝大多数居住在距地面超过 30 米的庄台上，
但有 2017 人在地面生产生活。

20 日 8时 30 分许，王家坝闸水位持续
上涨，高达 29 . 75 米，距闸顶仅一指。面对淮
北大堤、两淮煤炭基地、津浦铁路及淮河中下
游大中城市、工矿企业、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启用行蓄洪区，到了不得不作出选择的时候。

大汛下的决策，需要科学、超前。
15日、18日、19日，阜阳市委主要负责同志

多次到王家坝闸、淮河大堤、淮河分洪道等地，现
场查勘雨情汛情灾情，根据对淮河水位的研判，
提出“从最不利情况出发，做好最充分准备”。

19 日晚，阜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当机立
断，组织蓄洪区非安全区群众转移，在分洪前
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蓄洪前夜，一场仅有 7 个多小时转移时
间、涉及 2017 条生命的大转移在蒙洼展开。

阜南县曹集镇东郢村村民郑明山担心养
殖的 100多头肉牛转移后没草料，村党支部书
记梁俊生就帮他把牛赶到附近庄台上的晒场，
组织搭设简易牛棚，就近从秸秆堆场转移草
料，确保一个月储量。

梁俊生是一支由千余名县直机关、镇村
干部组成的搬家队伍中的一员。

支援群众转移的县人民法院 60 多名干
部，来时穿着制服，走时光着膀子……

凌晨 3 时，阜南县 2017 人完成转移。5
时，颍上县 843 人完成转移。

3 个半小时后，王家坝闸开闸分洪。4 小
时后，颍上县南润段行洪区、邱家湖行蓄洪
区、姜唐湖行蓄洪区也相继启用。

166 面党旗：把支部建在离群众

最近的地方

洪水中，曹集镇西田坡庄台，阜南县行政
执法局工会主席陈晓亮正帮着把一位患病的
老人送上冲锋舟，前往镇上的医院治疗。

蓄洪后，阜南在蒙洼 131个庄台、6个保庄
圩设立临时党支部，133名县直机关科级党员干
部、后备干部进驻，担任党支部书记，负责防汛
救灾抢险、保障群众生活。陈晓亮是西田坡庄台
的临时党支部书记。“我们要一直工作到洪水

彻底退下去。”陈晓亮说。
临时党支部门外张贴着《防汛抢险知识明

白纸》《蒙洼蓄洪期间群众安全“十注意”》。阜南
县委书记崔黎说，驻村干部还打开大喇叭，用方
言向全庄台一遍遍广播抗洪抢险安全知识。

“把支部建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群众有
啥事都可以跟支部讲。”崔黎说。

哪里容易出现险情，支部就建在哪里。王
家坝保庄圩的出水口是整个圩最低洼的地方，
也距离圩坝最近。“如果内涝或渗水，这里能第
一时间发现，大伙一致决定把支部设在这里。”
王家坝保庄圩临时党支部副书记王振喜说。

颍上，87 名县直机关党员干部进驻 3 个
行蓄洪区的 22 个庄台、7 个保庄圩，成立临
时党支部，在最前线开展防汛救灾。

有针对性地开展救灾，需要数据参考。为
此，临时党支部还摸排居民信息、需求、损失
情况，为救灾提供科学的依据。

77 座庄台：稳如泰山 从不孤单

沿淮蓄洪区特有的庄台，是 20 世纪 50
年代百姓为避免被洪水淹，就近取土筑起的
高台。

早年的庄台建设简陋，空间狭小，抬头就
是一线天。“人挤人、房挨房，上了一户人家楼
顶，可以把整个庄台走遍。”村民回忆说。

为改变人口过于拥挤的状况，淮河 2003

年大水后，国家支持安徽淮河行蓄洪区居民迁
建，推出购房补贴、帮助找工作等政策措施，鼓
励庄台居民外迁，仅蒙洼就迁走了 3 万多人，
腾出了空间。

为改善生存环境，阜阳从 2018 年开始，
把庄台改造整治作为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工
作，加高加固，拓宽、硬化道路，建设给排水和
污水处理设施。

记者看到，干净整洁的庄台小广场上，老人
们端着碗吃饭，孩童们在嬉戏。驻村干部忙着把
政府配给、社会募捐的方便食品、蔬菜等生活物
资发放到各户，驻村医生正准备进行防疫消杀……

“今天的安稳，就是庄台改造整治的结
果。”阜南县委副书记陈建华说。

在蒙洼，77 个庄台被洪水围绕。不过，老
人患病求医，孩子进城考试，紧急事情外出，生
活物资运送，只要打个电话，就有冲锋舟接送。

为让蓄洪区群众生活得到更完善的保
障、生产救灾更稳步推进，阜阳市多措并举，
全力确保人员安全、确保堤圩安全、确保生活
必需、确保稳定脱贫、确保卫生防疫、确保和
谐稳定。

“虽被洪水围困，但生活仍在继续。”刘郢
庄台上，村民张应临说，“这里水电供应稳定，
通信信号良好。”

80 多岁的村民刘克义正通过儿子安装
的摄像头，同远在杭州的孙子聊天……

2860 条生命·166 面党旗·77 座庄台
安徽阜阳沿淮行蓄洪区启用背后的“三组数字”

新华社南昌 7 月 26 日电（记者范帆、熊家
林、姚子云）当前正是“双抢”季节，但一场突如
其来的洪水，让今年的“双抢”显得有些特殊。

“种田不插八月禾，现在有些田块的洪水
已经退下去了，我得抓住最后这几天，尽快补
种晚稻。”在江西省湖口县均桥镇均桥村，记
者见到了满身泥土的种粮大户蔡初成，他正
忙着打电话协调农资，在他身后的田里，一台
拖拉机正在轰鸣作业，来回翻耕土地。

蔡初成告诉记者，他今年种了 300 亩早
稻，有 200 多亩被洪水淹没，为了弥补损失，
他一边做好受淹田块的清沟排水，抓住无雨
时段抢收早稻，一边抓紧补种晚稻。

“水退到哪里，我就把禾苗补种到哪里。错

过时节来不及补种的田块，就改种薯类、玉米等
其他农作物，不能让土地荒着。”蔡初成说，灾情
发生后，政府第一时间上门统计受灾情况，并且
联系发放救灾种子，还派出技术人员来到现场，
指导他们开展抢收补种。

记者从江西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为尽快恢
复农业生产，江西已经紧急动用明年救灾备荒
种子储备，目前已筹集 237 万公斤种子，并陆
续分发各地，保障农户恢复生产用种需求。

记者在江西部分受灾地区走访时发现，尽
管洪水尚未退去，但是受灾群众已经陆续开始
生产自救，人们在忙碌中整理情绪、走出阴霾，
重拾生活的信心。

走进江西省鄱阳县洪迈学校集中安置

点，由学校食堂临时改建的加工车间里，吊扇
吹散了夏天的炎热，村民们正围坐在一起，专
心致志地赶制空气开关的配件。

“为了让受灾群众在安置点也有务工收
入，我们联系园区企业，把‘扶贫车间’搬进了
安置点。”安置点负责人操民告诉记者，由于
村里的水位尚未完全退去，受灾群众还要在
安置点过渡一段时间，部分脱贫户面临因灾
返贫的风险。为此，政府便和园区企业沟通，
将部分来料加工的车间设在临时安置点，为
受灾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来自鄱阳县昌洲乡塘下村的余四妹告诉
记者，她家的房屋和 4 亩多农田都被洪水淹
没，刚到安置点时，心里还在担心接下来的生

计问题。如今，有了这个“扶贫车间”，不仅可
以计件赚工资，每天还有 20 元的务工补贴，
效率高的话一天有 80 元左右的收入。

政府还在安置点搭建平台，帮助群众联
系外出务工的就业岗位。这几天来，鄱阳县昌
洲乡常务副乡长高建总是在安置点的各个房
间来回穿梭，他手里拿着企业的招工广告，一
边介绍企业待遇和用工政策，一边登记有就
业意向的群众信息。“受灾群众的务工意愿很
高，一张登记表很快就填满了。”高建说，第一
批就业岗位已经落实，部分受灾群众下周就
可以到园区务工。

田间地头再次响起农机轰鸣声，人们重
新回到工作岗位开始忙碌起来……

江西灾区：生产生活自救忙，重建家园信心足

新华社合肥 7 月 25 日电（记者代群、马
姝瑞、汪海月）7 月 24 日，受新一轮强降雨影
响，巢湖全流域仍超保证水位，守卫巢湖进入
攻坚阶段。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境内的巢湖是全国五
大淡水湖之一，水域面积 770 平方公里。今年
汛期，多轮强降雨导致巢湖全流域超保证水
位。24 日，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出紧急
通知，部署巢湖防汛工作，要求及时分蓄巢湖
洪水、确保巢湖大堤、入湖河道堤防、重要圩
口以及裕溪河河堤安全。

截至 24 日，巢湖市当地已投入防汛力量
4 . 05 万人，对巢湖大堤城防段按照每公里
35 人，实行 24 小时巡查防守；镇街的圩防、
堤防重点段由属地按照每公里 25 人巡堤查
险；市直机关组建 1369 人的抢险突击队，并
抽调 41 名水务专业技术人员，进驻乡镇、街

道做好防汛技术跟踪指导服务。同时重点加
强了砂石料、编织袋、雨布、木材等应急物资
保障，并派出四个专家组进行防汛技术指导，
全力确保巢湖度汛安全。

我国江河湖泊堤防建设和等级划分的重
要标准之一即“保护对象”，用这一标准衡量，
巢湖流域范围的保护对象无疑属于“重量
级”。据统计，巢湖流域面积 13486 平方公里，
随着 2011 年 8 月安徽省行政区划调整，巢湖
成为省会合肥市的内湖，流域人口破千万，覆
盖合肥等 5 个地级市和 14 个县市（区）。

此外，巢湖流域内还分布着一系列重要的
交通动脉和基础设施。自 7月 22日起，巢湖防
汛工作迅速从“全面保”进入“保重点”，即重点
保护合肥段巢湖大堤、巢湖市城防大堤，以及
有着重要基础设施穿境而过的中垾联圩地区。

“中垾联圩下辖匡圩、武都、武城、三圩、

小联圩五大圩口，是巢湖市历年防汛重点圩
口，堤防总长 26 . 03 公里，既包括巢湖大堤，
也包括巢湖支流柘皋河圩堤。”巢湖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李庆旭介绍说。

面积为 5 万多亩的中垾联圩虽然“体量”
不大、“名气”不高，但对于整个东部地区却很
重要：在其境内有近 3 万亩耕地、2 . 5 万人
口；京福高铁 3 . 5 公里在圩内穿境而过，一
同穿过的还有淮南铁路复线、合马路 5 公里，
四道华东电网 5 公里；此外，这里还分布着工
业企业 74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23 家。

“守住了巢湖就是守住了我国东部重要
交通大动脉、华东输电走廊、煤炭运输专线、
国省干道，以及省会城市合肥、巢湖市和流域
内中心镇的数百万人口。”安徽省巢湖管理局
副局长蒋大彬说。

安徽省巢湖管理局水利处处长马道云

说，内涨和外压的双重挑战将巢湖防汛难度
推高，“一方面，巢湖上游有 30 多条大小河流
从南、西、北三面汇入，导致巢湖本体的水位
不断上涨，支流也全线超保证水位；另一方
面，巢湖入江通道只有裕溪河这一个主要出
口，长江水位居高不下，湖水外排不畅。”

据水利部门统计，巢湖流域 95% 的洪水
要通过裕溪闸外排入江，而以目前的汛情测
算，巢湖水位从超保证水位降至 10 . 5 米的
警戒水位，需要继续排出 40 多亿立方米的洪
水。马道云告诉记者，考虑到长江水位仍将在
一个较长时间内高位波动，裕溪闸只能抓住
外排“窗口期”排水，但由于“江”“湖”水位差
小，排水量有限，洪水仍将长时间滞留。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24 日起三天内巢湖
流域仍有降水过程，巢湖防汛形势更加严峻。
“我们坚决守好巢湖！”李庆旭坚定地说。

严防死守战巢湖

““长长江江 22002200 年年第第 33 号号洪洪水水””形形成成

 7 月 26 日在湖
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拍摄
的三峡大坝（无人机照
片）。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
员会水文局 26 日 14 时
发 布 消 息 说 ，“长 江
2020 年第 3 号洪水”在
长江上游形成，预计 27
日晚三峡水库最大入库
流量在 60000 立方米/秒
左右。

受强降雨影响，长
江上游岷江、嘉陵江及
向家坝至寸滩区间、三
峡区间来水明显增加，
三峡水库入库流量快速
上涨，26 日 14 时达到
50000 立方米/秒。根据
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
规定，此次来水达到洪
水编号标准。

26 日，长江委水文
局发布长江上游寸滩江
段、三峡入库洪水黄色
预警，继续发布长江中
下游干流城陵矶以下江
段、洞庭湖区、鄱阳湖
区、水阳江洪水橙色预
警，金沙江石鼓江段、滁
河洪水黄色预警，荆江
河段洪水蓝色预警。

新华社发（王辉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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