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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抗洪
本报记者代群、刘小红、汪海月

2020 年夏，一场洪水突
袭南方，超百万群众转移。

长江安徽段全线超警、
巢湖全流域超保、淮河行洪，
安徽全省进入“紧急防汛
期”。

随着汛情多点“启动”，
安徽基层抗洪力量也闻“汛”
联袂而“启”。记者近日在长
江、巢湖等地走访，目睹这些
抗洪力量的“集结”过程，感
受抗洪力量的变化。

社会抗洪力量“自启动”

7 月 13 日正午时分，雨
大如豆。安徽省无为市高沟
镇的无为长江大堤护圩堤坝
上，一侧是绵延望不到尽头
的江水，另一侧是一队挥舞
着镰刀，冒雨清除杂草的矫
健身影。

“把圩堤内侧的杂草、树
藤都清理干净，才能在巡堤
时看得更加清楚，及时发现
管涌、渗漏等险情。”37 岁的
企业工人杨胜芳一边利落地
清除杂草，一边干脆地说。

今年入汛以来，持续强
降雨导致安徽长江干流水位
持续快速上涨，一些站点水
位超过 1998 年，处在长江和
巢湖“夹击”之中的安徽无为
市，防汛形势尤为严峻。

临江小镇高沟镇是无为
人的骄傲，这里有着大量电
缆生产企业和青年技术工
人。面对汹涌而至的洪水，十
余家企业自发成立抢险救援
队伍，组织工人上堤参与防
汛抢险。

“每支队伍有近 30 人，
随时待命，有任务立即出
发。”杨胜芳说，早在 2016
年，他就跟着这支队伍参与
过“家园保卫战”。

4 年后，面对更为严重
的汛情，他又毫不犹豫地报
名参加。“面对灾害，就得有
一股敢拼敢干的冲劲，勇敢

而上！”杨胜芳说，抗洪抢险突击队中，车间工人及管理人员
均有参与。

洪水来了，年轻人带着铁锹来了；企业开着挖掘机来
了；餐馆带着盒饭来了；小卖部老板带着矿泉水来了……在
抗洪采访中，记者经常听到一线抗洪干部说起这些情节。这
些举动让日夜奋战在大堤上的基层干部们温暖不已。

当洪水来袭，当大堤临危，有很多力量未待号令，便已
冲上大堤。

“硬核”抗洪力量“快启动”

部队无疑是抗洪中最“硬核”的力量。
安徽告急，陆军多支部队紧急驰援。部队早到灾区一分

钟，灾区群众就多一分安全。
这些人民子弟兵，为了群众安危，日夜兼程，星夜来援。
7 月 19 日 17时，接上级命令，正在皖东腹地野外驻训

的陆军第 71集团军“攻坚劲旅”紧急出动 500余名官兵，冒
雨摩托化行军 4个多小时 240余公里，奔赴安徽省六安市
紧急驰援抗洪抢险，执行堤坝加固和防洪机动等任务。

7 月 20 日 13时，正在某海域濒海驻训的陆军第 71集
团军某“钢铁劲旅”350 名官兵，从海边携带抗洪物资先头
出发。与此同时，这个旅在皖东山区驻训的 300 名官兵，和
驻徐的 350 名官兵也分别从驻训点和营区出发。三路并进，
昼夜兼程 10小时，于午夜时分，全部到达阜南、颍上等任务
区域，迅速展开巡堤抢险等任务。

后勤辅助力量“热启动”

当抗洪一线鏖战洪水的同时，有一群人在后方默默支
援。他们虽然没有出现在大堤上，但也是抗洪的勇士。

“你护堤，我摆渡”。王启干扶住船舵，载着 40 多位抗洪
部队战士驶出培文村。回头望去，培文村四面都是洪水，如
同一座“孤岛”。培文村位于安徽省安庆市海口镇，王启干今
年 70 岁，从 1979 年开始在这里做摆渡人。那时候，村子被
长江及其支流环绕，摆渡船是连接村子与外界的唯一通道。
今年，王老汉洪水中“重启”摆渡。“解放军是来帮助我们的，
他们连日带夜抢险，看着他们，我觉得我们的辛苦不算什
么。”

“你抢险，我安民”。7 月 20 日晚上 8时 20 分，记者来
到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姑孰镇团结街小学临时安置点，
这里的“临时安置区”“物资发放处”“治安管理组”等标牌很
醒目。由教室改造的宿舍里，群众有的在休息，有的在聊天，
有的在看电视。张华是当涂县超才幼儿园园长。“12 日晚上
10 点多，我在幼儿园工作群、公益群、妇联志愿服务队群里
发了志愿者招募通知，十分钟就报名 42 人。”张华告诉记
者，“目前已经发展到 180 人，大家都积极参与进来。”张华
从 13 日早晨起，每天都到安置点做服务工作。“只要家里没
事，我就过来帮帮忙。有一天 7 点半过来，晚上到家已经是
11 点半了。”张华说。

“后浪”抗洪力量“强启动”

“江边长大的这一代人，继承了父辈们传下来的跟洪水
作战的精神和经验，技术和效率上却不会原地踏步。”望着
江水，民兵花磊一字一句地说，“洪水还是那样的洪水，但守
堤的人们一直在进步，力量会越来越强。”

一身迷彩装、满手厚茧的花磊早在多次专项集训中练
就一身本领。在无为市泥汊镇的外护堤坝上，中等个头的他
看上去并不是个扛沙袋的“大力士”，但若是和抗洪“老把
式”的父辈们比起防汛抢险的“新技术”，却丝毫不输阵。

在长江无为大堤外护圩的堤坝上，一顶红帐篷格外显
眼，这是 21 岁的新沟社区工作人员汤宇星十几天来的“驻
地”。

“我负责夜班值守，从晚上 7 点到第二天早上 7 点，和
另外 7个人分两班，轮流巡视圩堤，一次两小时，每晚要巡
视四五次。”汤宇星说。

圩堤上的巡夜，一刻也不能松懈。为了不漏险情，这位
第一次参加抗洪的“ 90 后”抓紧“恶补”了很多防汛知识。
“我虽然头一回抗洪，但这些天跟着年长的民工学习，不光
学会了勘察水位，还会排查管涌、渗漏了！”汤宇星说。

面对洪水，“后浪”们启动了，没有任何犹豫。
“后浪”和“前辈”并肩战斗的场景，在江淮防汛一线比

比皆是。他们姿势虽不同，信念却一致。和而不同之间，写满
对战胜洪魔，保卫家园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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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27 日电（记者魏玉坤）防
汛抗洪，交通保通保畅至关重要。随着全国防汛
进入“七下八上”关键期，各地防汛救灾工作正
在紧张推进。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灾区交通现
状怎么样？如何做好交通保通保畅？交通运输部
副部长刘小明 27 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灾区交通现状如何？

入汛以来，长江、淮河等流域，洞庭湖、鄱阳
湖、太湖等湖泊处于超警戒水位，安徽、江西、湖
北、湖南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持续暴雨及次生
地质灾害给公路、桥涵等基础设施造成严重损毁。

交通运输部初步统计，截至 26 日 17时，全
国干线公路累计中断 8456 处，损毁桥梁 1716
座、涵洞 8040 道，累计损失达 165 . 8 亿元。

刘小明表示，面对严重灾情，交通运输部把
防汛救灾工作各项措施抓紧抓细抓实抓落地，
千方百计做好灾区交通抢通保通保畅保安全和
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据统计，截至 26 日 17时，全国干线公路累
计抢通 8440 处，其他 16 处灾毁路段现场抢通
力量配备齐全，正在紧张开展抢通作业，即将有
序恢复通行。

此外，从全国路网运行监测情况看，汛期以
来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达 2820 万辆左右，与去
年同期基本持平；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日均断面

交通量达 9000 辆左右，比去年同期上升
3 . 1%。

“总体上看，全国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全力保障灾区交通畅通，全力构筑灾区坚强

‘生命线’，全国公路包括灾区路网运行总体
平稳，物资运输总体顺畅。”刘小明说。

当前保通保畅工作重点在哪？

汛情就是命令，保通就是使命。
刘小明介绍，针对当前防汛形势，交通运

输部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加强督导指导。重点关注灾情严重地区、

重要通道、重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防汛度汛
情况，适时安排工作组深入基层开展防汛工
作检查，指导督促加强隐患排查整改。针对长
江防汛形势组织开展调度，督促指导江苏、安
徽、江西、湖北、湖南和三峡通航管理局等单
位切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加大对灾害严重地区的支持力度。指导
相关省级交通运输部门积极发挥交通运输对
防汛救灾工作大局的支撑保障作用，确保防
汛通道畅通。同时，继续加大对灾害严重地区
的资金支持力度，今年以来，已紧急下拨两批
共 2 . 67 亿元专项补助资金支持江西、湖南
等 14个省份抢通保通。

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严格执行汛期
值班值守工作制度，科学部署、前置安排公路

水路专业应急力量，科学开展应急处置。
加强监测预警与预防。与气象、海洋、自

然资源部门加强协作，指导可能受灾害性天
气影响地区提前做好预报预警预防工作，及
时停运客运班线，加强通行通航管控。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汛情也给不少
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影响。滔滔洪水面
前，如何在抓好防汛救灾的同时，精心谋划灾
后重建，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是
摆在各部门面前的重要考题。

刘小明表示，交通运输部正指导各地及
时准确核定灾害损失，努力提高公路的防灾
抗灾能力和交通保障能力。同时，指导各地抓
紧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尽快开展恢复重
建项目前期工作，尽可能把灾害给交通领域
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如何确保灾区交通畅通？

南方降雨仍在持续，防汛形势依然紧张！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北
抬，我国主雨带将逐渐调整至黄淮、江淮北部、
四川盆地等地，北方也进入了防汛关键期。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面对紧张
的防汛形势，未雨绸缪，是做好灾区交通运输
保通保畅工作的重要一环。

刘小明说，交通运输部将坚持以防为主，
继续与气象、水利、应急管理等部门加强合

作，及时获取强降雨、地质灾害监测等相关信
息，对易受暴雨、山洪、泥石流、塌方等灾害影
响的区域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安全监管。

同时，进一步强化巡查检查和路网监测，
加大对公路、桥梁、隧道的巡查力度，及时排
除隐患，确保排泄洪设施通畅；加强路网运行
监测，及时发布路况信息，服务群众安全出
行。此外，切实做好汛期通航安全保障工作，
开展“汛期百日安全行动”。

汛情面前，抗洪抢险、物资运输和受灾群
众安置等工作都离不开交通运输保障，守住
“交通线”就是守卫“生命线”。扎实做好灾毁
公路抢通保通保安全工作、灵活调配应急运
力至关重要。

刘小明说，针对未抢通的灾毁路段，交通
运输部将指导各地继续组织做好抢通保通工
作，并根据需要，立即派出交通运输部专家予
以指导与帮助；对局部受损还在通行的路段，
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确保通行安全。指导各
地根据灾毁特点和规律，加大对易受灾路段
和部位的排查治理力度，切实提高抗灾能力。

“与此同时，加强应急调度，科学调配应
急力量，全面掌握交通运输行业防汛救灾动
态，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启动响应应急预案。一
旦需要支援，立即协调邻近省份公路抢险力
量支援严重灾害地区开展保通保畅，确保灾
区交通畅通。”刘小明说。

灾区交通现状怎么样 保通保畅怎么做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回应热点

（上接 1 版）一批批科研人员不懈奋力攀
登，让中国粮用上中国“种”，让中国农民种好中
国粮，不断夯实粮食安全之基。

护好良田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不仅靠育良种，还要靠
种良田。

在吉林松原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莲花
山村，顺鑫农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喜
江说，以前这里十年九旱，再加上粗放种植方
式，脚下的黑土地逐渐变薄，种田收益越来
越少。

3 年前，合作社开始实施保护性耕作，秋收
后将玉米秸秆还田，春耕时再用免耕播种机直
接播种。“保护性耕作能够保墒，减少风蚀，提高
土地有机质含量。”刘喜江说，短短 3 年玉米产
量大幅提高。

为了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
保护好、利用好，今年 3 月，有关部门联合印发
的《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2020 —
2025 年）》提出，中央财政通过现有渠道积极支
持东北地区保护性耕作发展，力争到 2025 年，
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达到 1 . 4 亿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也在各地不断推进。

广西建设高标准农田约 2660 万亩，占基本农
田面积的 48 . 45%；安徽今年将建成 4670 万
亩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稳产高产、
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

站在山西省永济市栲栳镇略芝村地头，
成片玉米田一望无垠。略芝村党支部书记武
生魁说，村里耕地是盐碱地，大家用井水浇
地，浇过的地表都是白色的盐巴。开展高标准
农田建设后，村里修了渠，用黄河水浇地改良
土壤，再配合施用有机肥，耕地质量变化
显著。

武生魁告诉记者，项目区 2200 亩耕地每
年可节水 9 . 46 万立方米。小麦每亩平均产
量由改造前的 350 公斤提高到 381 . 2 公斤，
今年每亩平均产量更是达 500 公斤。“浇地、
播种、施肥、收割都是机械化，人力投入少了，
收入多了。”他说。

高标准农田更易进行科学的田间管理。
在吉林省大安市佰澳格林农场，稻田被分成
整齐的地块，地块配置了水位传感器、流量检
测仪等，可以实现节水灌溉、精准灌溉的
效果。

重当前也谋长远，各地推进“藏粮于地”，
守牢耕地红线，保护良田沃土，为保障粮食安

全增添底气。

中国碗装好粮让百姓吃得好

不仅吃得饱，还要吃得好。随着我国粮食
在生产数量上稳定提升，提升绿色品质、实现
绿色生产有了更加从容的空间。

黑龙江庆安县东禾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联社今年种植水稻 36 万亩，其中有机水
稻 10 万亩，绿色水稻 26 万亩，这一种植结构
不是“拍脑袋”的结果。2019 年底，这家合作
社联社通过对全国各直营店、网络销售平台
的销售额、交易量、消费者评价进行大数据分
析，制订了种植计划。

为顺应市场需求，打造绿色有机农产品，
减“肥”、控药的“绿色农业”也在各地开展。在
吉林省辽源市东辽县白泉镇集贤村，华晨种
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边振华说，过去种地主
要施用化肥，改用有机肥后，“明显感觉土地
有劲儿了”，产量也有小幅提高。在四川省眉
山市东坡区岷江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好味稻
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相德优先采用病虫
害绿色防控技术，减少农药使用，同时建立可
追溯体系，让百姓吃得放心。

为了种出口感更好的稻米，不少农民主

动放“慢”脚步，“让土地喘口气”。
刚过去的夏收季，江苏省宿迁市泗洪

县石集乡种田大户许芳的 3000 多亩土地
没有收获小麦，她却不着急。“传统的种植
方式是一季稻一季麦，土壤肥力透支，水稻
品质也逐年下降。”我国从 2016 年启动耕
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后，许芳尝试以种植
紫云英代替小麦种植，开始“养地”。

花草种三年，瘦田变肥田。“紫云英是绿
肥，4 月底是盛花期，将紫云英翻耕到田里，
可以增加土壤肥力。”许芳说，轮作休耕提升
了水稻品质，价格翻了两三倍。随着地力改
善，种植下一季水稻时，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
也减少了。江苏很多农户像许芳一样尝到甜
头，轮作休耕试点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面积
逾百万亩。

碗中装好粮，“绿色”生“金色”。在保障供
给数量的同时，各地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成效不断显现，我国农业正向着绿色、优
质方向发展。

（参与记者：王建、宋晓东、薛钦峰、
王飞航、赵久龙、陈健、周勉、何伟、

姜刚、王君宝、吴慧珺、贾云鹏）
新华社北京 7 月 27 日电

安置点里三封信，道出防汛干群情
22 日、24 日、26 日……吴小军近日接连

收到了来自一位转移安置老人的三封信。日夜
守护在安置点的她读了这些信件，哽咽着说：
“这些天来的付出都值了！”

吴小军是安徽省当涂县太白镇党委委员、
太白镇新桥中心学校安置点副组长。这三封信
的作者是当涂县江心乡彭太村村民王安雨。

彭太村位于江心洲上，受连续强降雨等影
响，长江水位高涨，自 7 月 12 日正式启动避险
性转移安置以来，王安雨等村民于 20 日下午被
紧急转移到新桥中心学校。

“7 月中旬，村干部来我家动员转移，但我
舍不得离开住了一辈子的家，担心搬到外面不
适应咋办？”83 岁的独居老人王安雨说，20 日
那天看着水位噌噌上涨，“不搬恐怕有危险，我
带上一套衣裳就和邻居们一起搬来了。”

26 日下午，王安雨带着记者参观了宿舍。
“那天我走进宿舍，看到床都铺好了，有被子、凉
席，也有脸盆、毛巾等生活必需品。”王安雨一一

向记者介绍。
有感于周到的转移安置，王安雨在 22 日

写下第一封信。
“你看，我在信中说了，干部们帮咱们转

移，还找了安全地方住，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提
前准备好了，他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据吴小军介绍，安置点里多是老人，为了
符合他们的口味，干部们反复征求意见，叮嘱
食堂师傅尽量不重样，不能太辣也不能过油。
“昨天中午有鱼、蘑菇汤，今天中午有鸡、海带
汤。”说起饮食安排，王安雨竖起了大拇指。

王安雨患有脑梗、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因
为走得急，带的药只能坚持几天。令他欣慰的
是，宿舍出门右拐就是安置点的临时医务室。
在老家，他去卫生院得走上 4 里路。

24 日，结合在安置点的所见所闻，王安
雨写下了第二封信。

记者采访了解到，安置群众的精神生活
也丰富多彩。26 日下午，新桥中心学校的操

场上，“心系江心洲”文艺活动在这里开展。
活动现场，正在表演黄梅戏《到底人间

欢乐多》，不少老人跟着打节拍哼唱。
“这样的活动办得好，舒缓了大家的焦

虑情绪，前两天还有文艺宣传队来表演。”
王安雨说，“安置点里生活充实。”

怀着感激之情，王安雨在 26 日写下了
第三封信。

“刚开始到安置点顾虑重重，担心不适
应。”王安雨说，几天下来，他终于放心了。

收到三封信的吴小军感触颇深。“安置
群众的这三封信，是对我们前期工作的认
可。”吴小军说，截至 26 日，这个安置点累
计入住 143 人。从一日三餐到生活起居，镇
村干部都努力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目前心态恢复如初，满怀喜悦。”王安
雨在第三封信里这样写道。

（记者姜刚、吴慧珺）
新华社合肥 7 月 2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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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受长江大流量
来水和强降雨影响，秦淮河
水位居高不下，南京市一度
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而
就在江宁区杨家圩市民公园
旁的秦淮河大堤上，却有几
家无规划审批手续的违建餐
厅仍在营业。26 日，南京市
江宁区委、区政府回应，按规
定拆除，并严肃追责。目前这
些餐厅、酒吧等已经停业、清
退，正在进行拆除。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更
别提大坝“肚子”里建高档餐
厅了。就连餐厅老板也说，坝
体内经常渗水，漏水漏得一
塌糊涂，已经影响经营。可见
这些餐厅酒店已对大坝造成
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河道管理条例》第 24 条规
定，在堤防和护堤地禁止建
房。《南京市防洪堤保护管理
条例》第 14 条规定，防洪堤
管辖范围内不得建房。但这
些餐厅酒吧又是怎么建起来
的呢？

据报道，早在 6 年前，这
些餐厅酒吧刚开建的时候，

《南京晨报》就对这些没有合
法手续的娱乐休闲场所提出
质疑。当时的江宁区城管局
称这是市政设施，不存在城
管处罚一说。而江宁区规划
局最终承认，外秦淮河大堤
下的建筑没有办规划手续，
属于违建。

6 年后，这些没有合法手续的餐厅酒吧，
已经把秦淮河的防洪大坝向内掏空了十几
米。秦淮河大坝的防洪能力，因此打了多少折
扣，不免让人担心。

笔者搜索这些餐厅酒吧商业点评发现，
几家“坝中店”之所以颇受欢迎，主要原因是
拥有临湖风景的绝佳位置。

这些不合规的餐厅酒吧，究竟钻了什么
空子，究竟打通哪个环节，使得它们 6 年来得
以“瞒天过海”，稳稳地占住堤坝“肚子”，明目
张胆地野蛮生长？

目前，违规餐厅酒吧已经开始拆除，当地
也回应称将严肃追责。清除“违建”，及时筑牢
被掏空的大坝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同样重要的
是，倒追责任，对“坝中店”相关问题追责到底。

（本报评论员张典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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