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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玮 马云云

冲毁的耕地开始回填
村民们也将恢复耕种

2日，昌乐县宝通街丹河大
桥上还残余着水渍，东侧的道
路上车辆排队前行，西侧轰鸣
的机器正在作业，新的路基已
经垒好。

对很多跑运输的潍坊人来
说，昌乐县的丹河大桥是一个重
要的通道。它连接着潍坊、昌乐
县和青州县，如果绕道，将会增
加十几公里的路程。而8月19日
晚的暴雨，造成大桥三分之一的
桥面坍塌，形成了10米深的悬
坑，将近30亩耕地被冲毁。

“那时候大家都过来了，守
住防线不让车通过，有一辆小车
闯过四道防线，离深坑十几米的
距离才停下。”宝通街道纪委书
记马金涛说。昌乐交通局调集所
有人员第一时间奔赴受灾区域，
对全县桥梁桥涵路面受损情况
进行全面摸排，迅速成立四个指
挥部。从那时起，大桥附近临时
建起了集装箱，大桥每天24小时

有人把守，一来防止车辆通过，
二来昼夜施工，以最快的速度恢
复重建。

如今路面已经回填，大桥半
幅已经恢复通车，截至8月29日
晚，回填石渣约2万立方，一个月
的工期赶在十几天内就完成了，
预计9月10日将恢复通车。马金
涛介绍，冲毁的耕地也已经开始
回填，村民们也将恢复耕种。

潍坊受灾的各县市也都在
忙着路面的重建。在临朐县五
井镇石河阳城段，临朐山水水
泥有限公司的骨料运输通道支
柱被冲断，抢修人员正在加紧
施工抢修。

为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补种南瓜等晚熟品种

在昌乐县高崖水库库区白
塔原乡农庄，“庄主”王海建走进
一个大棚，查看着被洪水侵袭过
的土壤。大棚一侧有五六个工人
正在拔草，土壤里依稀可见冲毁
的菜苗；而在另外一侧，是明显
翻新过的土壤。

“镇上农技员说了，针对土
壤的情况，可以进行陇上种植，

我已经预订了10万个菜苗，等送
到了就开始补种。”王海建说话
的底气很足。

而在十几天前，他还是另一
番模样。8月19日的暴雨，让白塔
原乡农庄13个高温大棚墙体部
分程度倒塌，32个大棚内种植的
五彩椒、西红柿、黄瓜以及300亩
大田农作物被淹，几乎绝产。

当时王海建已经投了大量
的资金，眼看马上见效的果实成
了泡影，一下子被击垮了。“别
怕，有了困难大家一起扛着。”水
库的负责人专门找王海建谈话，
并帮助王海建对农庄内水利、道

路等基础设施进行加紧抢修。现
在，农庄受损的道路400米已经
基本修复完成，大棚和大田排水
已基本完成。王海建已经开始恢
复了生产。“现在修复大棚、买建
筑材料，每天花费在1 . 5万元左
右，我可以用无息贷款去解决这
个难题。”王海建说。

而在离王海建不远的鄌郚
镇伟圣田园综合体的一处大棚
内，南瓜的新苗在前天已经补种
了。棚体修复也在进行之中。“之
前我们种的甜瓜已经被洪水冲
毁了，很多跟客户签的订单也没
了。”负责人张国伟说：“我们用20

多台设备对进水大棚排水，等积
水排完，我们赶紧补种南瓜等晚
熟品种。”张国伟说，虽然收益肯
定比甜瓜要少，但是也要主动行
动起来，尽最大努力减少损失。

洪水退去以后，有些东西也
在慢慢改变着。在王海建的农
庄，路面已经修复平整，排水沟
也正在修复重建。“村里不少村
民曾经也不愿意在自家建排水
沟，推广的难度很大，也就没有
建起来。”上述负责人说，洪灾之
后，大棚建起了排水沟，村里那
些曾经排斥排水沟的村民，都齐
心合力一起干起来。

原原来来不不在在意意的的排排水水沟沟现现在在抢抢着着建建
灾后重建，大家的观念和行动都在变化

见见义义智智为为，，游游泳泳新新手手没没脖脖深深水水中中成成功功救救人人
山大研二学生郑志超崂山景区救人，情况危急头脑很清醒

本报记者 赵波

巨石上摔落跌入水中
会游泳却因伤难自救

8月31日，一封《致法学院
研究生崂山北九水勇救落水群
众的感谢信》被刊登上了山东
大学青岛校区的网站上，在信
中，被救者苏春亮家属张秋红
称，她爱人6月3日中午12时左
右，在崂山北九水不慎摔下巨
石后落入水中，由于受伤严重
失去自救能力，情况极度危险
之时幸得一位小伙子救助。

她爱人当时伤情严重，后
来经过全力救治，现在病情稳
定，她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救
人者是山东大学法学院的学生
郑志超，她想当面感谢其救命
之恩却被谢绝，于是她才写下
了这封感谢信，对郑志超的义
举表示感谢。

9月1日上午，记者联系到
写信的张秋红女士。她说，6月3
日当天10点多时，他丈夫苏春
亮执意要去北九水游玩，她和
孩子都不愿去，结果他丈夫就
回家拿了登山卡一人去了，没
想到就发生了意外。

“我丈夫说，当时他落水后
很清醒，但是因为面部朝下无
法呼吸，随时可能会窒息，他想
自救，却发现胳膊和身体都无
法动弹，这时一个小伙子蹚入
水中将他从水中翻过身来，用
胳膊将他拖出了水潭。”张秋红
说，他丈夫从事安全工程相关

工作，今年47岁，被救后他目测
那块巨石有三米高，他从巨石
上摔落受伤后又跌入水中，虽
然会游泳却因伤无法自救，当
时若无人相救，或者稍一迟疑，
情况都可能会十分危险。

来不及脱衣服
赶紧下水救人

9月1日，记者联系到救人
者郑志超时，他正在江西的老
家。回忆起三个月前的那一幕
他仍记忆犹新。“其实当时我也
非常害怕，因为我也算不上会
游泳，只学过一星期，在游泳馆
我也只在浅水区玩。”郑志超说，
当时，他和两名高中同学在水潭
边玩水，天气很热，水潭旁有很
多人在玩，突然“噗通”一声巨
响，接着就有人喊：“有人掉水里
了！”“谁会游泳赶紧救人！”

他立即向不远的喊声处一
看，只见一个中年男子浮在水
面上，一动不动。他跑过去却看
到落水者面部朝下，整个人背
面浮在水面上，虽然他不算很
会游泳，但他意识到如果不马
上救人，落水者一会儿就会窒
息死亡。犹豫了几秒钟，他看水
潭能看到底部石头，猜测水可
能并不能没过他的头，于是，他
来不及脱下衣服跳下了水。

“当时落水者离我有3至5
米，我不到一分钟就过去了，我
先将落水者翻身，面部朝上，让
他能呼吸，然后用胳膊把他托
至岸边，在快到岸边时，周围的
人都主动上前帮忙，一起将落

水者救了起来。”郑志超说。在
得知落水男子手机掉水里时，
他又返回水中帮落水男子捞起
了手机。

施救方法得当
避免了二次伤害

记者从崂山风景区管理委
员会获悉，事发地在崂山北九
水景区内四水附近，落水男子
苏春亮是青岛人，平时爱好爬
山。此次跌落导致他手臂开放
性骨折，颈椎受伤致左半身无
法动弹，胸部也受伤，目前刚刚
进行完颈椎手术，仍在青岛市
立医院住院，伤情稳定。

“当时水很深，也很凉，最深
处都到了小伙子的脖子，应该说
小伙子施救方法比较得当，几乎
不动伤者，托着到岸边避免了二
次伤害。”目击者王先生说。

记者从山东大学法学院获
悉，郑志超是该校法学院2016级
的研究生，事发时正读研二，这
学期就该读研三了。郑志超对他
救人的事儿只字未提，直到学校
收到被救者家属发来的感谢信，
大家才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山东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
记齐向东介绍，他是郑志超的
辅导员，郑志超平时为人正派，
乐于助人。他问起郑志超当时
害不害怕，郑志超说，他不太会
游泳，事后虽然也有些害怕，但
是当时就想着救人第一，还是
跳进了水潭。“这是山大学子应
该做的，换做其他同学也会这
样做！”

在崂山北九水景区，看到有人落水且面临窒息的危险，山东
大学法学院研二学生郑志超连衣服都没脱就跳入了水中。事发
时，他虽然还并不太会游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盲目施
救，相反，他是在冷静判断水深的情况下“见义智为”的，并且，由
于他的施救方法得当，还使被救者避免了二次伤害。近日，随着
山东大学校方所收到的来自被救者家属的一封感谢信被曝光，
郑志超在三个月前救人的这件事才得以被大家知悉。

潍坊目前已进入灾后重建期。灾后的十几日，塌陷的路面在逐渐
填平，积水的大棚开始补种，受灾群众也在抢时间恢复自己的生活和
生产。而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的观念和行动也在发生着变化，那个大家
曾经并不在意的排水沟，现在在各个村里正迅速建起来。

寿光市纪台镇东方东村凿开一条排水沟，将村里大棚的积水排出。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郑志超在救人后上岸。

（受访者供图）

■抗灾救灾·众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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