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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抗洪

新华社合肥 7 月 28 日电（记者李亚彪、杨玉
华、陈诺）这是一场代际的接力。1998 年洪水前后
出生、成长的一代，听着英雄的故事长大，渴望成
为英雄的模样。

22 年后，大水再次在家门口奔流肆虐，他们
挺身而出，从被守护到守护他人，在暴雨洪峰中完
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以青春之名出列！
为青春之名担当！

为历史出列

“成为当年的你们”

7 月中旬，万里长江大堤安徽宿松段，受洪水
侵袭。防汛工棚下，皮肤黝黑的石浙安抹了一把脸
上的汗，拿起竹棍跟上了巡堤队伍，青涩的脸庞在
这群成年人中格外显眼。

长江干流受长时间高水位影响，江湖堤防极
易发生滑坡、渗漏等险情，安徽各地持续加强堤防
巡查防守，正在安徽工业大学就读的石浙安也报
了名。

这个从小长在江边的大男孩对洪水并不陌
生：“听父母说，22 年前，洪水从这里漫上来，无数
叔叔阿姨们保护了我们家，现在轮到我来保护他
们了。”

在他身后，堤下洪峰奔涌，堤上红旗猎猎。
手把红旗展，青春立涛头。
溯江而上，湖北武汉。与石浙安同龄的小伙子

李健雄，报名加入民兵突击队参加防汛。在蔡甸区
消泗乡，他和同事从凌晨起连续奋战十多个小时，
终于抢在暴雨前筑起近 200 米的子堤。这时，他突
然感到一阵疼痛，手心已磨出颗颗水泡。

“我报名走上大堤，源于父辈们的讲述。”
1998 年李健雄出生时，家就在汉江大堤附

近，大人们反复对他讲：“当时堤上到处是解放军，
是他们保护了我们。”

“小时候一直觉得英雄很神奇，这一次，该我
们站出来了！”他说。

谁家孩儿，今为战士。
安徽六安市金安区皋城路消防救援站，1998

年出生的消防员马昌杰第一次参加抗洪，大水中
一次又一次背起别人的父母，托举别人的孩子。

湖南岳阳市云溪区陆城镇，22 岁的镇干部郑
志伟，在长江大堤上完成了预备党员转正。

1998 年，湖北武汉市的社区工作者汪晗刚刚
8 岁，当年解放军叔叔在水中推着救生筏，把滞留
的同学们一个个送回家。今年夏天，她主动报名，
站在防汛一线。

1998 年，夏偲 7 岁生日那天，连续值守抗洪
一线的母亲赶回家为他做了一份鸡翅，匆匆离开。
今年已是湖南临湘市聂市镇镇干部的他，在大堤
上通宵值守后吃了两个鸡蛋，过了 29 岁的生日。

1998 年前后出生、成长的一代，与洪水有着
独特的联系。如今踏入社会，又在抗洪一线接受
洗礼。

共青团武汉市委书记柳新说，新时代的年轻
人正用实际行动向当年的万千抗洪英雄致敬，承
接起上一辈人的英雄传统，展现出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青春担当。

“长大以后的我们，成为当年的你们！”汹涌的
洪水中，他们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最美“青春逆
行”。

薪火相传，今天的中国，又怎能惧怕暴雨
洪峰！

为人民出列

洪水中挺起“青春脊梁”

党旗红、迷彩绿、志愿橙、火焰蓝……越在抗
洪一线，青春的色彩就越缤纷鲜亮。

红色，是炽热，是奉献。
安徽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老观圩堤坝上，党

旗迎风飘扬，2000 年出生的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
队战士冯海波和战友们赶到这里。不久前，这位小
伙子主动向中队党支部报名参加抗洪抢险。

“圩堤有管涌！得下水封堵！”队长大喊。险情
现场，出现一个直径 4 米多、深达 1 . 5 米的水坑。

“让我来！”不少人还没听清，冯海波就奋不顾
身跳进水坑，战友紧跟其后。4 小时连续作战，他
们用一个个重达 30 公斤的沙袋填上了坑洞。

“第一脚下去没踩到底，心里还是有点害怕。”
冯海波说，“我守卫第二故乡，家乡的亲人也在被
我的战友守护。”

绿色，是和平，是安全。
1998 年出生的临汾旅攻运先锋营尊干爱兵

标兵连副班长卢伟是江西人，他和身着迷彩绿的
战友们奔赴安徽和县，完成多地圩段子堤构筑、
抢险等急难任务，最长一次连续奋战近 20 个
小时。

“小时候，母亲常常讲述 1998 年抗洪的故事。
我长大后立志参军报效国家和人民，如今圆了自
己的梦想。”卢伟说。

橙色，是温暖，是热情。
从长江两岸到洞庭之畔，从鄱阳湖到王家坝，

大堤上，总能看到一批批橙色的马甲在草丛间移
动，地毯式地进行查险堵漏。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安徽省南陵县籍山镇新
建村临河圩堤吃紧。

关键时刻，一支由大学生组成的青年志愿突
击队挺身而出，20 岁的刘银辉是其中一员。

“我们年轻，体能好、反应快，村里缺人手，就
报了名。”刘银辉说。巡堤晴天日晒蒸烤，雨天浑身
淋透，他从不叫苦；防汛人手不足，他总是值完白
班抢着继续值晚班。

蓝色，是纯净，是永恒。
面对最高温度时的蓝色火焰，消防员们从不

惧怕对手的强大；面对汹涌的洪水，火焰蓝依然是
千家万户的保护色。

在安徽阜南王家坝保庄圩大堤上，26 岁的阜
阳消防救援支队战士李帅和同事们把一箱箱矿泉
水、方便食品等生活物资搬上冲锋舟，运往蓄洪区
内的村庄。

“我原来所在的部队参加过 1998 年抗洪，听
到最多的是老兵们的事迹。现在，我要把英雄的精
神展现出来。”李帅说。

近日，共青团安徽省委号召青年“出列”，逆水
而行，要求各级团组织组建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
服务队，在党委政府领导下，有序开展防汛值班、
险情排查、群众转移、心理疏导等工作。

浊浪滚滚，检验了青春的成色，挺立起青春的
脊梁。

为成长出列

“非常经历”磨砺灿烂人生

庚子年，18 岁，足以让尹梦兴铭记一辈子。
在汛情下艰难完成了考试，此时此刻，他正

站在安徽省离家百里的长江同马大堤上，与年
长好几旬的战友巡堤查险。

7 月中旬，长江北岸的安庆市启动防汛应
急一级响应，同马大堤形势严峻。家住佐坝乡振
昌村的尹梦兴和 10 位村民主动报名，支援同马
大堤汇口镇曹湖村段，住在大堤旁的学校里，三
餐自己动手做，睡觉在课桌上。

第一次直面洪水，第一次集体生活，第一次
夜间巡防……他发现自己从未走过那么长的夜
路，也曾因战友的鼾声彻夜难眠。

体会更多的是成长。朝夕相处中，尹梦兴也
重新认识了身边这些前辈。“有的爷爷参加过三
次抗洪，是为民出征的老英雄。”

这个夏天，他开始关注天气和新闻，关注别
人的衣食冷暖。

几个月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时候，尹梦
兴也第一个报名参加防控值勤，在村卡口坚守
了近一个月。

“灾难面前，感觉村里的娃娃们一下子都长
大了。”振昌村村委会副主任尹丙艳说。

这场洪水，是尹梦兴的成人礼，更是无数同
龄人的成人礼。

半个月前，安徽宣城中学高三毕业生张驰
的称呼还是张同学。现在，人们叫他“小张老
师”。

张驰在沈村镇中心小学安置点拥有了一方
讲台，指导受灾转移来的孩子们完成暑假作业，
带着他们去跑步锻炼。父亲惊讶而又自豪：曾经
腼腆的儿子，已成为独当一面的男子汉。

疫情停课、高考推迟……张驰一度抱怨

2020 年最大的不变就是变化，而在抗洪一线，
他愈发相信有一点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面对
突如其来的灾难，我们拥有的自信与顽强。”

烈火下青春的血，洪峰中年轻的脸，让一代
人因磨难而傲立。

这个夏天，每一朵“后浪”都凝聚着奔腾的
力量。

在湖北武汉洪山区，18 岁小伙子周亮宇
报名参加抗洪，高考一结束，就马不停蹄奔赴
长江武金堤；即将大三的学生曾欢俊得知新洲
区招募防汛志愿者，毫不犹豫辞掉暑期打工来
应征。

在合肥滨湖世纪社区，一支由团员青年组
成的战“疫”先锋队重整旗鼓，第一批志愿者正
活跃在防汛一线……

这个夏天，江河湖海都将终归于平静，但似
乎每个人都相信，一波巨浪正在不断增长。

（参与记者：朱青、王自宸、阮周围、明星）

青春出列：暴雨洪峰中的热血成人礼

新华社合肥 7 月
28 日电（记者陈尚营）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的
同大圩是“合肥第一大
圩”，圩堤外的白石天河
与巢湖连通。巢湖水位
已持续多日超保证水
位，让同大圩成为需要
严防死守的重点圩区。

27 日，记者来到同
大圩形势最严峻的南闸
村段。1 . 2 公里的险段
上，目前已用去沙袋、黏
土袋超过 40 万条，各方
抢险救援力量在圩堤上
筑起了一条超过 1 . 5
米高的子堤。

抢险现场，从党员
干部到重返一线的水利
“土专家”，他们都有一
件用得顺手的家伙什。

一幅水利工程图

庐江县委书记王连
贵站在圩堤上，如果不
是手上拿着一幅庐江县
水利工程图，会让人误
以为他是参加防汛抢险
的当地村民。

脸晒得黝黑，胶鞋
上糊满了泥巴，灰色的
T 恤上也沾了不少泥
点。王连贵在设在村民
家的距离圩堤不到 400
米的临时指挥部里已经
工作了一周。

“目前我们的重要
任务之一就是保同大
圩。”王连贵说，为防万
一，同大圩里同大镇
2 . 4 万常住人口已全部
转移，圩区还有 6 万亩
耕地和一个工业园区。

王连贵的身上，除
了手机，就带着一幅全
县的水利工程图。“目前
这里最危险，但我也要
兼顾其他地方，这个地
图少不了。”王连贵告诉
记者，目前庐江县 9 个
万亩以上圩口，已有 2
个漫堤，这是为了巢湖
防汛大局不得不放弃的
2 个。

每天晚上，王连贵
要到同大镇政府召开全
县防汛指挥部会议，他
会随时拿出水利工程
图，布置调度各乡镇下
一阶段防汛抗洪工作。

一个扩音器

在现场指挥，有时
候说话一着急，赵世春
就会拿起挂在手臂上的
扩音器，远近的人都能听见。“人太多，说件事、
喊个人，很多时候大家听不见，用这个方便。”赵
世春说。

赵世春是同大镇党委书记。白石天河超过
警戒水位之后，他就上了堤，“特别是超保证水
位之后，太紧张了，每天吃住都在临时指挥部。”
赵世春声音嘶哑，口袋里装着润喉片，隔一会儿
就要含上一片。

圩堤上，当地村民组成的抢险队配合解放
军官兵，在堤外除险加固，在堤内开导渗沟。“今
天在现场，各方抢险救援人员超过 1000 人。”赵
世春说，前几天没当回事，在现场扯着喉咙喊，
很快嗓子就不行了，“高水位要持续一段时间，
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目前虽然圩堤保住了，但圩内的一些稻田
和葡萄园因为内涝损失不小，赵世春很着急。
“圩区有 6000 亩葡萄，本来 7 月中旬就可以上
市。现在没办法了，下雨时间太长，葡萄口感不
行，不能卖。”赵世春说。

正聊着，远处有人喊他的名字，赵世春习惯
性地拿起扩音器：“来了来了。”

一根竹棍

65 岁的佘瑞康身材瘦削，穿一件不大合身
的雨衣，手上拿着一根竹棍。

由于多日阴雨，大堤上泥泞不堪，上上下下很
不方便。佘瑞康把竹棍当成拐杖，上下圩堤很利索。

“别小看这根棍子，不仅可以当拐杖，还能
‘探险’。”佘瑞康退休前是同大镇农水办负责
人，和洪水打了一辈子交道，是当地有名的水利
“土专家”，“我拿棍子在堤上戳一戳，就知道哪
个地方水分太饱和，需要处理。”

2016 年防汛抗洪，佘瑞康也参与其中。“本
来当年在汛期之前就应该退休，但大水来了，我
等到汛期之后才退休。”

目前在南闸村段，已开挖了 800 多条导渗
沟，“圩堤被水浸泡的时间太长，需要在内侧挖
导渗沟，在沟里铺石子，让渗进圩堤的水流走，
同时也不对坝体造成损害。”佘瑞康说。

一把铁锹

方家发走到哪里，铁锹都不离手。他今年
53 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沧桑许多。

其实方家发不是南闸村人，他是隔壁新河
村村民。“现在没有这个村那个村的，都是保圩，
南闸这边破了，我们村也保不住，进水是早晚的
事。”方家发一边说，一边铲泥巴挖沟。

挖导渗沟看起来简单，其实是一个技术活。
新河村负责的堤段长 200 多米，由 30 位村民负
责，他们除了巡堤查险，就是配合解放军官兵挖
导渗沟。“我们都是老防汛，懂这个。”方家发说。

记者试着用铁锹铲了一锹泥巴，看起来轻
松的活儿，由于大堤上都是黏土，一锹下去，提
起来要费很大的劲。“我们庄稼人，用铁锹很趁
手，关键时候得靠它。”方家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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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７月 26 日大雨滂沱，巢湖中垾联
圩外，水位已逼近堤坝。中垾镇副镇长程庭元正指
挥人员加高加固堤坝，堤外是联通巢湖的柘皋河，
堤内是万亩良田和 2 . 5 万人口，京福高铁、淮南
铁路、华东电网 4 条 10 万伏以上高压输电线路穿
境而过。

“柘皋河水位已达 13 . 35 米，堤内圩底高程
只有 7 米至 8 米，等于头顶一桶水。”程庭元说，尽
管高水位下堤防风险不断，但当地“必将全力死
守”。

为确保国家重要铁路干线、重点化工园区及
人口密集区人员安全，合肥市已经出动了超过 60
万人次参加防洪抢险，超过一万名解放军、武警部
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参与巢湖大堤及附近圩区的
抗洪抢险中。

为“保重点”也有舍弃。
“巢湖周边有大小圩区 286 个，不少圩区都是

人口聚集的生产生活区。要给洪水找出路，就意味
着舍弃一些良田圩区，这是艰难的选择。”朱青说。

7 月 26 日 11时 15 分，面积超过３万亩的肥
西县蒋口河联圩破圩蓄洪。转移出来的村民傅昆
宝看着分洪场景，眼圈泛红。“家里东西倒转移差
不多，但地里还有 60 多亩水稻。没办法，舍小家顾
大家吧。”

为保大局无忧，许多人像傅昆宝一样默默舍
弃家园，有的干部群众在接到破圩命令后，掩面
而泣。

合肥市在启用圩区蓄洪中力求精准调度、科
学有序。通过 24 小时的水情、雨情监测和大数据
分析，精准研判启用后对道路交通设施的影响，对
水位降低的贡献值。仅滨湖联圩启用前，为精准评
估对周边交通干线的影响，当地交通和水文部门
实地走访测算了一夜，精准控制分洪量级。部分圩
区尽管群众已经撤离，但考虑对交通影响，也暂未
启用。

截至 27 日，合肥市已主动启用 9 个万亩以上
大圩，1704 个万亩以下中小圩，蓄水近 18 亿立方
米，超过 100 个西湖的水量。

10 余万人转移：一场应急与治理的突击考

受蓄洪圩区启用影响，合肥短时间内超过
10 万人需要转移安置，一场与洪水竞速的应急
行动展开。

干部冲锋在前。7 月 19 日，巢湖周边的十八
联圩即将启用分洪。在挖土机的轰鸣声中，肥东
县长临河镇罗洪社区党委书记梅斌召开了“史
上最短”的社区干部大会，5 分钟碰头分派完工
作，12 名干部立即分头赶往现场带领群众撤离。

快点，再快点！社区干部一边跳上车往村里
赶，一边不停歇的电话联系车辆和人员。当干部
赶到现场时，3 辆大巴车、5 辆面包车、4 抬担
架以及公安、消防等各方力量也陆续到达。

“没想到社区干部行动这么快，考虑这么
细。”罗洪社区居民王成刚说，家里老母亲瘫痪
在床，多亏社区准备了担架，七八个志愿者帮忙
把老人抬到安置点。

社会各界携手。在合肥市 168 中学安置点

内，铺着蓝色被褥的单人床一字排开，近三百名
来自肥西县的转移群众在此安置。记者采访时，
正逢志愿者们给安置点的孩子们举办阅读会。

“接到任务时还觉得不可能完成。”168 中
学办公室主任洪丽说，没想到三个小时左右，合
肥市就把安置点需要的床褥、洗漱用品等应急
物资送达，团市委、社区等各界志愿者也相继赶
来组织心理疏导、文体娱乐等活动。“每个环节
都在高效运转、协同保障。”

截至 27 日，合肥市共设集中安置点 100 余
个，集中安置转移群众 9000 余人。合肥市要求
确保转移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
地方住、有病能及时治疗，并做好长时间安置群
众心理疏导。

“不管情况多紧急，保障群众生命安全，是
我们最根本的要求。”罗云峰说。

（记者陈先发、杨玉华、王立武、
陈尚营、张紫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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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月 19 日，安徽六安市金安区皋城
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马昌杰在金安区双河镇曹
堰村救援现场转移村民。

图 2：7 月 26 日，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
战士冯海波和战友在铜陵市义安区老观圩堤坝
扛沙包处置险情。

图 3：7 月 9 日，李健雄在湖北省武汉市蔡
甸区永固堤上巡堤。

图 4：7 月 19 日，安徽六安市金安区皋城
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马昌杰（左二）和队友在金
安区双河镇救援现场。

图 5：7 月 15 日，家住安徽省佐坝乡振昌
村的尹梦兴（前）和志愿者在同马大堤宿松县汇
口镇曹湖村段查看水情。

图 6：7 月 14 日，刘银辉（左二）在安徽省
南陵县籍山镇新建村临河圩堤处理险情。

图片为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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