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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1 月，聊城连续两天普降暴雪，给市民的生活各方面造成较大影响。本报记
者冒雪“出击”，采访雪情，还有一项就是跟随菜贩的体验采访。事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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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1 月 12 日凌晨 3：30，一阵
闹铃声后，来不及思考，我很快起床，外面
冰天雪地，雪下得很大。11 日已经在雪中
采访了一天，鞋已经湿了，晚上睡前用布
擦了一下，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很
湿，没办法找了几个塑料袋套在脚上，湿
了的鞋很凉。

路上昏黄的灯光下晶莹的雪花飘飘
洒洒，房顶上和路面上积了厚厚的雪，一
股寒流顶过来，寒风夹着雪花送到脖子
里，顿时逼人的凉气袭击全身。我和同事
相互搀扶着踩着没过脚面的雪，深一脚浅
一脚走在寂静的大街上。

凌晨 4 点，大街上没有人，偶尔会有
几辆车经过，我们站在路边好长时间才等
到出租车，4 点多我们赶到农贸市场，那
里已经人声鼎沸，纷飞的雪花中忙碌的菜
贩让我感到很兴奋，我不停地按动快门。

为了能尽快完成报道任务，我跟同事
决定分头采访，谁知我们刚分开不到半个

小时，一声巨响菜棚塌了。当时害怕同事
会出意外，掏手机给她打电话，可翻遍口
袋和挎包也没找到，才发现手机丢了。

联系不上她，我回到我们分开的地
方，但是发现她并不在那里，围着市场转
了好几圈，最后黑暗当中找到同事，这时
心里的石头才落下。

在菜市场，我们找到一名吕姓菜贩，
对他一天的工作进行体验采访。跟着他选
摊、讲价、挑菜、买菜……等老吕选好菜开
车回去的时候，我们也打的紧随其后。由
于拍摄的时候雪下的很大，相机上落了很
多雪，出租车里气温高了，相机上的雪花
化成水渗进镜头里，相机没法成像了。怕
相机彻底坏了，以后没法工作，我便先回
家赶紧用吹风机把相机吹干。

12 日在雪中跑了一天，雪灌到鞋里，
鞋本来就很湿，又在雪里跑了一天，后来
脱下袜子都拧出水来。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暴雪中，菜贩老吕满载而归。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2010 年 7 月 19 日，聊城城区普降暴雨，市区积水严重，聊城首次启动城
区防汛红色应急预案。本报记者兵分多路，冒雨探访城区积水情况。事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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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7 月 19 日，聊城普降暴雨，当
天早上一出门，发现大街上一片汪洋，路
上的市民较往日少了许多，几个打着伞的
市民趟着水焦急地往家走。与往家赶的市
民相反，记者拿着相机往外走，哪里积水
深往哪里去。

没法骑车，出租车也很难打，只能步
行，背着相机包深一脚浅一脚。走到东昌
路和柳园路交叉口，车一过水浪翻滚，记
者一不小心摔倒在水里，随身带的相机也
掉进了水里，幸好除了镜头上一层雾水以
外，并没有什么大碍，还能按快门，但不幸
的是镜头盖掉进水里，被水冲走了。

当时利民路上的积水已经没过了大
腿，很难前行。“别往前走了，前面水很深，
过不去。”听到一位大爷的提醒后，记者说
了声“谢谢”继续前进。裤子基本全湿了，
雨一直在下，上衣也全湿了。

在积水最深的地方，拍到了一个小女
孩拿着伞从积水最深的地方走，车一过水

浪翻滚，她有点站不住。
2010 年 8 月 9 日，聊城再次迎来大到

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早上 7 点，记者用塑
料袋将相机包裹严实，打着伞从家出发，
积水已将路面淹没，水面上飘着各种生活
垃圾，脚不知往哪里踩。没多想，在雨中快
速前行，许多站在高处的市民正在望天观
雨。

在水中徒步 40 多分钟来到了利民路
西首，此时的利民路已变成了一条河，水
有 1 米多深。在水中前行，水浪不时地拍
打在身上。由于看不到路面，脚狠狠地踢
在了石墩上，疼得差点摔倒，只能站一会
儿忍过去。

短短 1000 米，走了 40 多分钟，双腿
一直泡在水中，冰凉的雨水刺激膝盖发
痛。来到影剧院路口，包裹严实的相机已
经进水，拿着伞站在水中拍照。由于路口
车流量大，掀起的水浪达 1.4 米。

本报记者 邹俊美

图为利民路积水严重，积水没过孩子的腰部。（资料片）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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