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要收麦，却被大火烧没了
汶上两村庄四五百亩麦田被烧，村民担心保险理赔能否到位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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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6月12日讯 (记
者 范少伟 ) 12日中午1点
左右，汶上县南旺镇十里闸北
村和十里闸南村四五百亩待
收的麦田被火烧毁，据村民猜
测，起火原因是邻县村民点燃
麦茬所致。下午3点左右，记者
赶到着火现场时，火势已基本
得到控制，中国人保汶上支公
司工作人员正在查看现场，而
受损的村民则很担心能否得
到合适的赔偿。

“承包了二十多亩地，基
本上全部烧没了，这可怎么
办。”蹲在被烧过的地头，一位
村民伤心地说，马上就要丰收
了，也已经联系好了收割机，
但一场大火把地里的麦子全
给烧了。“家里的二十多亩地
全部烧着了，颗粒没收，一年
的辛苦就这样全废了，还指望
着麦收钱给孩子交学费呢。”
十里闸北村村民孙学军告诉
记者，他种的是承包地，每年
每亩交350元租金，按每亩收
1000斤每斤1块钱计算，保守
估计得损失两万多元钱。据一
位目击者介绍，当日中午1点
30分左右，火势从西北方向快
速蔓延到待收的麦田，火苗窜
至十里闸北村麦田时有一人
多高，几百亩相连的麦田瞬间
就被烧没了。

本来金灿灿的麦田现在

变得一片漆黑，土地上全是被
烧焦的麦头，有的村民拿着簸
箕拾起还没有完全烧焦的麦
穗。“十里闸北村和十里闸南
村共三千多亩地，这场火灾
约 造 成 四 五 百 亩 小 麦 受
损。”现场查看火情的汶上
县南旺镇政府一位工作人
员说，“上午 1 1点左右接到
群众反映着火了，我们来到
时消防车已经到了，村民也
一起帮着灭火，至于着火原
因，有村民反映是相邻县村
民点燃麦茬引起的。”

“村民有农村政策性保
险，今年3月份刚入的。”该乡
镇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政府财
政按照80%的比例给予补贴，
其余20%由农户自担，小麦每
亩10元的保险费，农户只交了
2元。按照相关规定，小麦保险
期内，因火灾、雹灾、风灾、冻
灾、涝灾、旱灾和重大流行性
病虫害(小麦条锈病和小麦吸
浆虫，造成50%以上减产)等无
法抗拒的自然灾害，每亩将获
得320元的保险金额。在现场
采访中，中国人保汶上支公司
理赔科工作人员正在现场查
勘、拍照，“要等核实清楚后才
知道有多少亩麦田受损。”保
险公司理赔科一位姓刘的工
作人员表示，至于赔偿金额，
定损之后才能确定。

麦收季节，为保证麦收顺利进行，
济宁市消防支队在长沟、唐口等主要
乡镇派驻消防力量现场执勤。12日上
午，记者跟随消防战士到达麦收一线，
体验了一把麦地灭火的辛苦。

12日上午10时许，袁兴耀和两名
战友在临时宿舍里随时待命，头顶上
的风扇不停的转着，室外的空气像干
燥的麦子一样，被太阳晒干了水分。

为了保证麦收顺利进行，赶在发
生火灾后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袁兴
耀和战友开着消防战车来到镇驻地，
麦地灭火成了他们的主要任务。

“今天是第八天。”临时宿舍里的
木板床上只铺了一张凉席，战斗服和
风力灭火器整齐地摆在墙边。在宿舍
的时间，除了保养风力灭火机等器材
装备，他们更多的是做好随时出警的
准备，用最快的时间到达起火现场。

上午10时20分，接到群众报警，有麦
地起火了。战斗服应声穿上身，带好灭火
器，开着警笛的红色战车抵达火灾现场。
起火点在麦地中间，满地的麦秸大多已
被烧成灰烬。冒着火苗的火线顺着风向
北蔓延，百米外是一排大棚。

消防车无法进入麦田，消防战士
提着风力灭火机跑到起火的地方，不

断延长的火线只能靠强风扑灭。脚踩
着火焰，强风一起，燃烧的麦秸和烟雾
扑到脸上，熏得眼睛不住流泪，浓烟也
把人包围其中。

大片的明火熄灭，小片的火点就要
靠新鲜树叶拍打。树枝拿得久了，有的战
士手掌上磨出了水泡，水泡也磨破了，露
出嫩红色的皮肤。10多分钟后，火势渐渐
消下去了。又听村民喊，西边的火又起
了。再看东边，火焰连成线冒起1米多高。

“靠近路边的用水枪，进不去的麦地还是
人过去。”消防战士提着30多斤重的风力

灭火机和树枝又跑进地里。
“今天风大，麦秸又都晒干了，很容

易起火，蔓延得也快。”有村民担心自家
的大棚被牵连进火中，跑在火线上的消
防战士相比大片麦田显得有些不足。

在高达30几度的炎热天气下，身
穿10多斤重的厚厚的战斗服，加上靠
近火源时的炙烤，“不到一分钟，全身
都是水。”袁兴耀说，他们不怕辛苦，他
们的任务就是把火控制住，“脱了战斗
服，就像吹空调一样。”

(韩伟杰 赵福军)

手提灭火机，趟在火焰上
本报记者跟随消防战士体验麦田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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