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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关注

大雨，把每个人凝聚在一起
——— 禹城全力抗洪抢险救灾
本报见习记者 王金强

刘少胡村村民刁希臣：

小帐篷里坚守九通宵

困了趴在板凳上歇歇

徒骇河禹城市中办
刘少胡河段闸涵旁堆满
了装好的沙袋，记者到这
里还没下车，一阵暴雨突
然降临。见记者到来，刁
希臣连忙举着伞将记者
迎进只有两三平方米的
帐篷内，同村的王善平、
王善林和刘金华坐在帐
篷里的小马扎上。

刁希臣在这个帐篷
里已经坚守了十几天，水
位下降后，他们比较悠
闲。但局促的帐篷内，无
事可做，要么抽支烟，要
么摇摇蒲扇赶走蚊蝇。

险情最紧张的是 1 1
日前夜。10日，禹城市中
办通知刘少胡村村支书，
让他们做好刘少胡河段
闸涵的防汛工作，随后暴
雨就来了。
“2000多个编织袋一

会儿就凑齐了，没有人发
动，村民自己送来的。”刁

希臣说，袋子有了，村民
就开始挖土装袋。雨越下
越大，他就张罗在河边搭
起了帐篷。

当晚，雨水已经淹没
了地势低洼的玉米地。他
们干到凌晨，沙袋垒起、
木料支起，却挡不住汹涌
的洪水。幸好，市中办驰
援的水泵和队伍及时到
位，将近 100人战斗到天
亮，终于护住了闸涵。

之后，刁希臣开始了
漫长的坚守。半小时报一
次雨情和水位，马虎不
得。在这个小帐篷里，他
连续守了九个通宵。“俺
家离这儿近，吃饭方便，
就是睡觉不方便。”他说，
水下去那几天，困了就坐
在马扎上，趴在板凳上歇
歇。
“还要守几天？那要

看天喽！”刁希臣指指帐
篷顶说道。

安仁镇党委副书记周蕾：

副镇长带头跳下水

用胳膊顶着包堵漏

禹城市安仁镇瓦王
村地势低洼，大雨来临
时，村子里很多房屋成了
危房。在瓦王桥下，河堤
上有已经决堤5米长的口
子。

两头险情让安仁镇
党委副书记周蕾感到压
力巨大，一边要组织人员
撤离，一边要堵住决堤
口，幸好所需的沙子和编
织袋已经提前到位。“年
轻点的干部和老百姓去
堵漏，我们几个女同志就
去劝离村子的老人。”

蹚过没膝盖的泥水，
周蕾带着大家挨个敲门。
但很多老人虽知道要尽
快撤离，却不忘带上自己
的东西。一个养鸡户说什
么也不愿撤离，因为他担
心自家养鸡场被水冲毁。
而还有很多村民家没有
去查看，周蕾十分焦急。
而此时，河水已经高出瓦
王村一米多了。就在这
时，禹城市委书记闫建波
等领导来到现场，亲自劝
说村民赶紧撤离，解了周
蕾的燃眉之急。

在安仁派出所民警

到了养鸡场并承诺把养
鸡场守住后，养鸡场所有
人员才卷着铺盖去了安
仁六中。最终，瓦王村和
齐庄村几个地势低洼的
村子里3000多人、706户
全部撤离到临时安置点。

与此同时，在瓦王桥
下，筑坝堵漏正在紧急进
行中。“水太急了，几次把
包丢下去连个影子都没
有。副镇长戎善军只好带
头跳下水，用胳膊顶着包
才把决口的地方堵住。”
周蕾说。

随着部队官兵的到
来，装袋扛包堵漏的进度
也越来越快。周蕾和其他
两个女干部扛不动包，开
始巡堤。
“拨开玉米，摸着黑

巡查，我们走了十多公里
的河堤，看不到水深，就
用脚探，探出哪儿水深就
上报。”周蕾告诉记者，第
二天早上一名女干部累
得站不起来了。

险情来临之时，闲着
最难受，巡堤能缓解自己
的紧张和焦虑。周蕾说，
那是她当时的唯一心情。

19日下午，老李到慈善机构为
受灾乡镇捐了1万块钱。

这个曾被贵州受捐的孩子们称
为“李叔叔”的中年汉子，叫李文平。
他是禹城市傻小二康健食品有限公
司的老总。12日，他在新闻上看到禹
城市严峻险情后，对公司职工说：
“我们得做点事。”

13日一大早，他开着公司的运
货车，调出15箱扒鸡便出了门。转了
一路，各大超市和商场的方便面都
吃紧。急着上抗洪一线的他，围着市

区转了一个遍却一箱方便面也没买
到。

没有办法只能等，直到下午4点
多，一家商店的送货车到了禹城。李
文平见状，没等送货车卸车，便往自
己的车上搬方便面。直到凑齐了200
箱方便面，他又采购了矿泉水、火腿
肠等物资便马不停蹄地赶往赵牛新
河大堤，投入到火热的抢险救灾之
中。
“那场景只有电视上才有，真是

万众一心。”李文平说，他亲眼所见，

在防汛指挥部，一名干部边跟省里
的水利专家研究汛情，边摸出火腿
肠狼吞虎咽。在赵牛新河上，除了列
队驰援的民兵，村里的男女老幼和
乡镇干部都到现场装沙子扛袋
子……

从现场回来后，那感人的场面
久久浮现在他眼前。“没有家就没有
一切”、“保护家园就是保护我们自
己”……为了鼓励冲在前线的每个
人，李文平连夜找人做了十几条红
色条幅，挂满抗洪抢险的现场。

10日开始，王洪亮的工作和生
活地点完全脱离了办公室和家。

赵牛新河和施女河在禹城的正
南方交汇，所有的上游河水都流经
这里。10日早上，上游的河水越来越
汹涌。当天下午，险情开始出现，禹
城市城区南部的王火闸河水开始倒
灌。
“如果不及时阻止河水倒流，整

个禹城城区将成为一片汪洋。”王洪
亮回忆道，从下午4点多，他们组织
了十八个人到了王火闸。之后，运装
水泵、装沙扛包的工作接踵而来。

暴雨如注，有的人连雨衣都来

不及穿就跑了过来。他们六个一组，
一共分成五组。分工完毕，开始筑
坝、下泵。

泥浆翻滚，很难在附近取土装
袋，他们提前准备的沙子就派上了
用场。边装沙袋边往闸口扛，但水流
越来越急，越来越深，好几个闸口的
沙袋被水冲走，只好让人下到水中
顶着已经筑好的堤坝，再加高。

这时，水深已经三四米了，河水
不断地往河岸上涌。为了缓解险情，
又一批水泵紧急调运到现场并开始
下到水中。“用绳子拴住的水泵一下
水，河水一冲，竟然一个人就能抱起

来，两百多斤重呢！”王洪亮说。
到了晚上，所有水泵都进入不

停抽水的状态。但麻烦随之而来，每
隔一会儿，河水中的污物就会堵住
水泵的进水口，导致水泵无法工作
或抽水量变小，现场人员只好分批
下去清理污物。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14日凌
晨4时，支援的民兵到来。帐篷支起
来，方便面送到每个人手中，雨水很
凉，王洪亮心里却很温暖。“不知不
觉干了12个小时，却一点睡意都没
有。”王洪亮说，最终，暴雨过后，洪
水被制服。

从8月8日那场雨开始，禹城就进入了防汛期。十几天已过，禹城市范围的徒骇河、赵牛新河等河段水位虽已经下降，但仍有24小时守
在这里的干部和村民。13日夜那场大雨来临前，除了干部和村民，还有省市领导和专家、周边各地驰援的官兵，更有惊讶于“电视里的灾害
画面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普通市民……扛着水拖着方便面支援前线、踏着泥浆背着沙袋筑坝，为了保护家园，他们从四面八方向一个
地方聚拢。

这是一支全民的力量。50年一遇的大雨，让每个人把心和力量凝聚在一起。共同经历的这场洪涝险情，更是见证了每个人在面对天灾
时的力量。近几日，暴雨又至，记者重返禹城抗洪抢险一线，走进这支全民力量。

市中办水务站王洪亮：

为防沙袋被冲走，人跳进激流中加高堤坝

“傻小二扒鸡”老李：

跑遍市区，抢购200箱方便面奔赴灾区

群众自发为防汛队伍运送补给物资。 本报见习记者 马志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