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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晴了。过去两个多月里，在湖南平江县，在安
徽歙县，在陕西汉中市，在甘肃通渭县，在广西西林
县……暴雨过后天晴的那天，面对洪水退去后留下
的淤泥、损坏的道路和房屋、泡毁的农田和商品，很
多人在庆幸“还好人没事”后，又陷入了一种相同的
思绪：生活该如何继续？

有些事很急。最急的是种水稻的农民，如果不
想今年颗粒无收，他们需要跟时间赛跑，把晚稻抢种
下去。有些事急也没用。损坏的路基无法在一天内
修复，坍塌的房屋也不可能马上重建，一些受灾群众
开始学着习惯临时安置点的生活。

当一场从天而降的自然灾害在生活里砸下密密
麻麻的伤痕，可能一些人遭遇的是这道，另一些人遭
遇的是那道。如果说自然灾害的发生是种无法避免
的境遇，生活能以多快的速度回到正轨则既取决于
个人的努力，更取决于社会保障的力量。跨越中国
南北，农民日报·中国农网采访组见证了灾害之后，
一些地方和一些人如何全力疗伤。

回家 安家 重建家园

洪水退后，湖南平江县已经连续晴了很多天。
穿城而过的汨罗江潺潺流淌，明晃晃的日头下，这
座小城已将自己“收拾体面”。干净的街道上如今
看不见淤泥，许多商店也恢复了营业，但灾害过处
仍有迹可循。它们是贴着“过水裤，一律 100元”“天
灾无情，全场清仓”标语的商铺，是山体滑坡后被掩
盖的农房，是晾晒在屋场的床垫、沙发……走进一
户户人家，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会指着墙上的水迹对
你感叹——这是他们这辈子经历过最大的洪水，比
2017年的都大，比 1954年的都大。

气象数据佐证了他们的记忆。6月18日至7月2
日，平江遭遇自有气象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强度
最大、雨量最多的严峻汛情，14 个乡镇集镇被淹没，
水、电、路、气、讯等设施受损严重，共倒塌房屋123户
492间……但所幸无人因灾死亡。

80 多岁的晏伯凡、陈朵玉夫妇正是从灾害中躲
过一劫的人。洪灾来袭时，他们所在的浯口镇曾一
度因电力、交通、通讯全面中断而成为与外界失联的

“孤岛”。这对留守老人居住的老房在7月2日凌晨4
点左右倒塌了，所幸在那之前，被洪水困在另一户村
民家中的浯口村党支部书记张术安用微弱的信号打
通了电话，请邻居帮忙把两位老人转移了出来。倒
塌的房子是两位老人唯一的住房，如今，张术安把他
们安置在了村中的保障性安置房里。

这是一间拥有客厅、卧室、厨房、洗手间的平
房。屋内，村里发放的人道救援应急箱、矿泉水、大
米、食用油、方便面等物资被老人摆放在了显眼位
置。一些亲戚为老人送来了冰箱、电视。天气炎热，
吹着电风扇，陈朵玉说：“现在好歹路通了，东西都置
办好了，我们就在这里开始新生活。”

灾后，针对像晏伯凡、陈朵玉夫妇这样高龄或重
度残疾等生活不能自理的特困人员，平江县民政局
要求重点跟踪关注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对分散供
养的特困对象是否有集中供养意愿进行摸底调查，
积极动员入住养老机构。

在童市镇芭蕉村，因为山体滑坡，房屋垮塌的情
形更为惨烈，一些房屋和屋前的农田被完全掩埋在
土下。山体滑坡前，芭蕉村村民已被党员干部转移
到了安全地带，而当时正在抢修道路的童市镇交通
办主任邓亚平目睹了山体如何在几十秒内滑坡并把
山下的房子推出几十米的骇人场面。当晚，207名芭
蕉村村民就被安排在了镇上的集中安置点。他们中
的一些人失去了自己的唯一住房，一些人的房子虽
没有倒塌，但也可能处于具有风险的地质灾害点上。

住在安置点的这些天里，村民们吃住都有保障，
镇中心卫生院的5名医生轮班倒，24小时为他们提供
医疗保障。7月 18日，吃过统一发放的午饭后，77岁
的芭蕉村村民吴串珠拿着扫帚在安置点打扫起了卫
生。他之前是村里的保洁员，来到安置点后，就自愿
当起了维护环境卫生的志愿者。“我们家里现在什么
都没有了。”说起自家那栋靠着多年积蓄建起的房
子，吴串珠和妻子黯然神伤。跟住在这里的其他人
一样，他们等待着地质灾害调查监测工作结束后的
房屋恢复重建方案。想到未来整个村组可能会面临
搬迁，吴串珠说：“我们相信政府会安排妥当。”

在徽墨故里安徽歙县，洪水退去的一个月之后，
整座小城也安静得仿佛一切从未发生。天空的火烧
云余晖斜洒，人群熙攘。从县城坐车到绍濂乡小溪
村的四十多分钟车程里，一路上能看到山体滑坡的
落石和土块被清扫在一旁，道路基本干净畅通。同
样是绍濂乡政府到小溪村的这条路，洪灾发生时，道
路全部塌方，那时的小溪村被洪流围成一座“孤
岛”。当时，为了进村，对口帮扶小溪村的绍濂乡武
装部长王鸿之徒步4个小时从山上绕道，如今爬在小
腿肚子上的深深疤痕，见证了一路艰难。

暴雨中，小溪村 17 组村民张顺宏家的土坯房没
经得起考验，客厅勉强还维持了原貌，但靠近山坡的
主卧和厨房被洪水冲了个大洞。在收到暴雨预警的
前两天，张顺宏一家就被村委会通知要安置到集中
救助点去。考虑到那里离家较远，老两口还操心每
天回家喂猪，就去隔壁亲戚家借住了几天。

“还好村上通知我们及时撤离，没有人员伤亡，
但家里所有东西都被埋在泥里，户口本、身份证、社
保卡啥都没了，卖茶叶的现金还是雨停后从泥里挖
出来的。”张顺宏说，“保险公司要报销就得有身份
证和社保卡，这一埋进泥里啥也找不到，我现在就
补办了身份证，接下来等着补办社保卡，才能办理
其他补助。”

7 月 15 日开始，小溪村的“倒房户”陆续开始重
建。村党支部书记项克明说：“最近天气太热，倒房
户住在安置点不方便，我们就让他们住在亲戚家的
同时，利用社会救助给他们一部分资金，在保险公司
报灾时再申报灾后重建。现在村上已经办理完成重
建补助申请手续了，就等着开工。”

如今，张顺宏已将墙体修补完好。“你看新修补
的墙体怎么样？我花了2万多元，村里的修缮补助是
6000元，保险公司再给补偿2000元，这部分钱要等自

己先修好后再申请补贴。”张顺宏说。项克明告诉
他：“住建部门的补助是 6000元，保险可以提供 3000
元，还有社会爱心捐助 3000 元，大家互相帮助，自己
仅需要支付七八千元就行了。”

保障生活的标准是“习以为常”

7月 17日，打开厨房里的水龙头，平江县浯口镇
浯口村村民江令娥看到流出来的水依然泛黄，摇了
摇头说：“这水还不能吃，还好村里给我们发了好几
箱瓶装水，可以先用那个做饭。”

打开水龙头便有清澈的自来水、手机信号无处
不在、一摁开关灯就亮了……当灾害夺走这些人们

“习以为常”的便利，生活停摆的感觉就格外明显。
因此，抓紧抢通电力、通信、供水等基础设施成了受
灾地区的当务之急。

在甘肃通渭县陇阳镇周家店村，7月24日是暴雨
过后的第2天，村里的自来水管被冲断了。当地村民
和镇村党员干部一起在现场抢修水管，村民韩生荣
说：“今天大家都是自愿过来帮忙，人多力量大，修通
后大家都有水用、有水喝。”

8月1日，在开展抢修复电等应急处置工作后，广
西西林县的 5条 10千伏线路上停电的用户已全部恢
复供电。古障镇央达村村民黄顺来说：“我们村遭遇
洪灾，很多设施设备都被损坏，政府安排了很多人来
帮忙，在村民共同参与下，现在水电路都通了。”

衣食住行之外，吃药看病对于受灾群众来说也
是“刚需”，尤其是一些慢性病患者家中的药物被淹
后，他们急需补药。

汉昌三阳卫生院是平江县受灾最严重的卫生院
之一，洪水来后，包括门诊部、中医馆、供应室、西药
仓、供氧房、发电间、食堂等在内的卫生院一楼全被
淹没。当晚，在停电停水停网的瘫痪状态下，60余位
被困的工作人员、患者及家属及时转移到了楼上避
险，并且齐心协力抢救了部分药品和医疗设备。

7月8日，卫生院就恢复了运行，只不过整个门诊
部一楼都空置了，墙体的砖块裸露在外，所有房间被
水泡坏的木门都拆卸掉了。卫生院的院子里，损毁

的医疗器械堆放在一起，还没来得及被清理。在整
体修缮之前，门诊部一楼诊室、中西药房、结算中心
都暂时搬到了住院部。7月 18日，在临时诊室里，仅
全科医生凌呈祥一人就接诊了100多位病人，数量跟
灾前差不多。“我以为你们还没恢复呢！幸亏你们及
时安排了，我现在终于可以拿到药了。”一位常来卫
生院配药的慢性病人对他说。

住房安全、穿衣吃饭、用水用电、看病就医、监护
照料……针对群众受灾情影响会面临的各种实际生
活困难，各地都出台了相关保障方案。例如，平江县
提出，对基本生活受到洪涝灾害影响陷入困境，相关
社会救助和保障制度暂时无法覆盖的家庭或个人，
及时纳入临时救助范围。对遭遇重大生活困难的，
可采取一事一议方式提高救助额度。取消急难对象
户籍地限制，由急难发生地先行实施临时救助。

在一些受灾地区，当生活的“创口”被细密缝补，
烟火气也在逐渐回归。8月2日是西林县古障镇泥洞
村的圩日，也就是当地集市开市的日子。当因灾受
损的临街商铺逐渐开市，商家们早早准备好货物来
到街上赶圩摆摊，看着新鲜的蔬菜水果、日用百货和
各类小吃，听着过去再熟悉不过的叫卖声和砍价声，
一些人红了眼眶。

泥洞村一家肥料店的老板王凤梅说：“今天来赶
集的人很多，很热闹，虽然我家仓库的肥料基本被冲
走，但是有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和关心，我们会重
新树立信心，以后更加努力生活。”

天灾底下抢收成

“本以为已经到了七月份，再过两天，早稻收获
就是‘囊中之物’了，没想到一场大雨，把希望都冲走
了！”张弓在平江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农作物种植工
作，7月2日洪水刚退，他就跟着保险公司理赔小组去
受灾乡镇查勘理赔，眼前一片片宣告绝收的稻田和
农户哭丧着的脸让他心里堵得慌，明明十几天前，大
家还笑着说今年的早稻长势喜人，一定是个丰年。

据了解，平江在此次洪灾中，农作物受灾面积达
40万亩、成灾面积 11万亩、绝收面积 3.1万亩。在三

阳乡，来自益阳市资阳区的种粮大户吴志强被稻田
受灾 150 亩、绝收 60 多亩的现实击溃了信心。“不种
了，没收入，我连农民的工资也付不起了。”他本来已
经准备走人，但第二天保险公司的理赔结果显示，他
能得到约十万元的赔款，而且赔款隔天就能到账，这
多少抚平了他内心的焦灼，也给了他一个从头再来、
把晚稻种下去的机会。

抢种晚稻堪比跟时间赛跑。“现在育秧移栽来不
及，所有稻种必须在7月20日前播下去，提前一天播
种，就有一天的效果。”7月 17日，在浯口镇兰桥村的
一片100多亩的稻田前，种粮大户陈夏郊正盯着挖掘
机把田地恢复平整。过去几天对于他来说像打仗一
样。洪水过境，稻田表面肥沃的耕作层被冲刷走，从
上游带来的树枝、沙石、淤泥又覆盖住了稻田、水渠，
连路边的电线杆都倒在了田里。“这几天我雇了台挖
掘机加班加点清理垃圾、平整土地，每天工作 9个半
小时，清出的树枝、杂物有上百斤。水渠里不但有淤
泥，还遭到了毁坏，临时修复来不及，只能先租水泵
抽水。”陈夏郊说，这段时间挖掘机、水泵、打田机等
机械在当地很紧俏，多亏村党支部书记江仁芝帮忙
联络资源，而且他已经从镇上的农机站领取了水稻
种子，暂时不用付钱，预计明天就可以播种了。

在浯口镇浯口村，村民潘滚求家的水田紧挨着
汨罗江，早稻绝收。他已完成了晚稻抢种。“你看，幼
苗已经从稻种里发出来了。”7月17日，张术安注意到
泥土上薄薄的一层绿色，正是零零星星冒出的幼苗，
宽慰地说：“看着这个小小的苗，就看到希望了。”

7月 20日，在安徽歙县绍濂乡小溪村，村民项旭
日正在田里小心翼翼地查看、侍弄刚补种的 25 亩烟
草苗。他这辈子第一次种烟草，就遇上了6月下旬的
那场超级大暴雨。泥石流顺着河水冲刷而下，带走
了所有的幼苗，田里淤泥堆积，地面板结。

项旭日说：“我贷了不少款，本来今年想着能赚
点钱，没想到一场大雨让我赔个精光，还好政府给了
灾后补贴，每亩补贴一点钱，今年玉米卖得不错，我
再补种些玉米，这样还能有点收成。”

同村村民项啸曾养了8千羽鸡在河边，如今都被
水冲走了。他说：“这次的惨重损失算是给我提了个

醒，选址在河边不安全。”在政府的建议下，他准备重
新选址建厂，从头开始。

洪水过境也在陕西汉中市略阳县仙台坝镇娘娘
坝村留下一地狼藉。8月15日，记者在当地看到灰白
色泥沙沉积在沿河的土地上，用于支撑葡萄种植的
水泥桩东倒西歪，套袋的水果也呈现褐色。

娘娘坝村党支部书记莫超说：“灾后县里第一时
间安排农技推广中心的专家来实地调研，并说明要
撒石灰，防止病毒扩散。通过大面积消毒杀菌，目前
有将近80亩地已经抢救回来。今年赶得上再种一茬
蔬菜，我们正在组织农户二次生产。”

而在位于秦岭南麓的汉中市留坝县，虽然本地
没有直接发生自然灾害，但来自上游甘肃的洪水过
境，也给当地农业造成了不小冲击。留坝县玉皇庙
镇下西河村村民何忠华痛心地说：“种了两年多的黄
精，马上就可以收获了，一场大水过来，全淹完了！
不过好在有保险公司的赔付，虽然损失很大，至少稍
微挽回了些损失。”

洪灾过后，留坝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陈荣
信第一时间忙着采购荞麦种子、蔬菜种子还有化
肥。“受洪灾影响，玉皇庙、马道、青桥驿三镇部分农
作物绝收。考虑到荞麦属粮食作物，能保障我们当
地的粮食安全，而且荞麦成熟周期短，大概只要 80~
90 天，不用担心延误农时，所以我们采购了荞麦种
子。8月初，我们把采购的种子化肥全部免费发放给
了农户，用于灾后改种补种，尽量减少损失。”

收到种子后，下西河村村民马如奎抓紧时间下
地干活。如今，看着自家田地里荞麦长势良好，他
说：“我心里踏实了很多。”还有一个好消息是，这茬
荞麦成熟后不会愁卖。陈荣信透露，此次的荞麦采
取订单农业的模式，将以2.5元一斤的价格卖给榆林
市一家公司，保障农民收入。

灾区灾后如何恢复农业生产，不仅直接关系农
民的收入，也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在以上受灾地区，
采访组看到，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能够及时联动各方，
积极给出恢复农业生产的指导意见和措施。以湖南
省为例，当地在帮助受灾农户补种抢种、确保种子化
肥等农资供给、加强农机抗灾支持保障、加快恢复农
田基础设施等方面制定了详细的政策措施，确保不
出现“空白田”。

各方力量支援灾区

“喂，你好，这里是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政府。前
一段时间我们给你们捐了 30 万元，想请你们开一下
发票……”“你加我微信吧！等我开好公益事业捐赠
电子票据以后，我就发给你，非常感谢！”7月18日，当
平江县民政局机关慈善协会办公室主任余松柏划着
手机屏幕，展示近期他接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捐赠
电话时，这通来自卫辉市的咨询电话正好打了进来。

挂断电话后，余松柏解释道：“自从7月2日我的
手机号被公布在平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的《关
于接受社会捐赠的公告》上以后，我这里就成了热
线，全国各地的人都在打我的电话，高峰时期，我每
天从早上 6 点多开始，接到凌晨 2 点，手机时刻插着
充电宝，哪怕这样还是有很多未接电话。”

一通通电话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捐赠物资源源
不断地运往平江县，最初几天，当地民政部门的干部
职工和家属平均每天装卸、分发、转运物资到凌晨 3
点。后来，10余个社会团体300多人参与了救灾物资
的装卸志愿服务活动，大家都希望这些物资能快一
点发到受灾群众手中。“我们也没想到有这么多的
量。”余松柏说，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爱心超出了他的
想象。

作为平江县当地的慈善组织，大爱平江慈善基
金会也见证了什么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据该基金
会秘书长张智介绍，截至 8月底，该基金会共接收爱
心善款2430.7万元，共接收爱心捐赠物资价值426.05
万元。

不仅是捐款捐物，一些外地的社会组织还来到
了灾区，用多种方式为受灾群众提供帮助。

“贺平平，平江县官塅农民种养专业合作社，鱼
塘冲毁、合作社 14 个大棚被洪水冲毁、肥料基本被
洪水泡坏，希望能够找到解决果园农资、人工问题
的好朋友。”“朱黎明……鱼塘受灾，一万多斤鱼跑
光，希望可以找到批发鲢鱼、青鱼、草鱼的商家作为
好朋友……”7 月 18 日，在平江县余坪镇稻竹村，几
名大学生志愿者正在把一张张印有平江县受灾农
场主求助信息的海报印在“回洞庭湖去”公益营地
的墙上。

发起该公益行动的知名公益人邓飞表示，希望
借此行动为华容县、平江县500名受灾大学生筹集生
活补助，并且帮助 50 位平江当地受灾的种植养殖农
场主搭建起连接外部资源的“朋友圈”“微信群”。

站在自己的专属海报跟前，稻竹村紫薯种植户
王解先不忍回忆洪灾来临时，地里还没摘完的紫薯
和被水冲走的几十吨肥料和农机。“这是我做农业的
第七个年头了，起起伏伏，这一次我本来是想放弃
的。”王解先说，“但发洪水的第一天，我接到一个我
资助过的人的电话，他说他现在每月挣3000多块钱，
想转800块钱给我。后来陆陆续续有各种爱心人士、
企业跟我联系，在他们的善意下，我又觉得应该坚持
下去。”

王解先问邓飞：“我们做农业这么艰难，接下来
要怎么办？”于是邓飞为他们想出了一套借助社交媒
体和直播平台的互助方案，并在稻竹村开办了平江
农创特训营。

特意赶来参加特训营的幸子说自己是“做针线
活儿”的，她想通过这个活动多认识一些人，多开拓
一些渠道。幸子在平江县城里开了一家手工服装
店，整个店铺被水淹后，生产设备、服装面料、客户
的货品全部报废。“这是洪水退后，我把店铺里的东
西全扔掉那天拍的照片。”幸子拿出手机展示的那
张照片里，她把一个模特娃娃从垃圾堆里扯了出
来，让它坐在沾满淤泥的货品上摆了个敬礼的姿
势。这略带调侃意味的做法是她消化苦难的方式，
她说，“反正现在损失已经发生了，你不开心也损失
了，开心也损失了，还不如开心一点好了。后面就
是重新开始嘛！”
（采访组成员：陈涛 韩啸 朱凌青 雷昱 龙成 高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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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生活能以多快的速度回到正轨既取决于个人

的努力，更取决于社会保障的力量

①湖南平江县浯口镇兰桥村种粮大户陈夏郊“心疼”地看着自己的稻
田，挖掘机正在进行清淤作业。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摄

②9月19日，在陈夏郊补种的稻田里，晚稻正茁壮成长。稻田旁的
道路、桥梁已修复，还重新架设了路灯。 江仁芝 摄

③在平江县，开商铺的幸子把被洪水损毁的货品清理出来后，对
着镜头做了个“笑着哭”的表情。 受访者供图

④安徽歙县绍濂乡小溪村17组村民张顺宏正在介绍洪水冲倒墙
体的情况。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昱 摄

③③ ④④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