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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志 成 城 保 安 澜
——环巢湖大堤“保卫战”特写

关注防汛抢险救灾关注防汛抢险救灾

图为安徽省合肥市中垾镇小联圩村76岁的村民黄芝珍（右）在圩堤上与同村66岁
的村民荚春枝（左）换岗，交接巡堤工作。 本报记者 郭少雅 摄

□□ 本报记者 杨丹丹 郭少雅

长达一个月的强降雨，安徽巢湖水位连
日处于高位，巢湖流域进入紧急防汛期。连
日来，记者在环巢湖大堤上看到一幕幕部
队官兵、当地干部和村民众志成城抗洪的
感人画面。

部队战士：“不存在解放军
克服不了的困难”

“连续作战，最困难的是什么？”
“没有，不存在解放军克服不了的困难！”
7月 27日，负责安徽巢湖市滨湖大道

烔炀镇田埠段的驻杭州某部队军官王晓
飞告诉记者，接到参与抗洪抢险的命令
时，部队还在沿海地区执行训练任务，93
名解放军官兵立刻集结，奔赴 600多公里
外的巢湖大堤。

这是一支年轻的部队，大部分战士都是
“00后”，第一次执行防汛抗洪任务。王晓飞
说：“由于天气突变，26日下午我们接到紧急
加高防风浪堤的通知，当时战士们已经连续
在雨中奋战了12个小时。接到任务，战士们
一刻也没有停歇，3个小时突击作战，把3公
里长的防风浪堤又加高了半米多。”

记者看到，快速上涨的巢湖水位已接
近岸堤，湖水不断拍打着岸堤。官兵们穿
着雨衣搬运沙袋，有的直接扛在肩上，有的
干脆抱着沙袋一路快跑，大堤加固进展顺
利。除了部队官兵以外，堤坝上还有当地
乡镇的干部、群众、志愿者、救援队等近200
人，共同将砂石装袋并整齐地堆放在堤岸
沿线上，筑起一道道坚固的防线。

干部：“我们一定要把洪水打败”

“当村党支部书记二十年，您遇到过
这么大的洪水吗？”

“没有，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洪水打败！”

嗓音沙哑、满眼血丝，7月 27日傍晚，
记者赶到合肥市中垾镇小联圩村时，村党
支部书记祝业飞正在圩梗上的临时防汛
抗洪指挥部召集村“两委”和村民小组长
开紧急会议。

“防汛没有私情、不讲情面，到这个节
骨眼，我跟大家就连‘情理’也不讲了。连
续作战这么多天，大家很辛苦，但越到关
键时刻越不能松懈，否则前功尽弃，这次
抗洪只能胜不能败。”

7月 25日，与小联圩村休戚相关的东
李河村圩堤发生渗透，久补不成。祝业飞
主动向镇党委请战，他带队在渗漏处打好
外围桩，再将大量石块投入其中，同时用
打桩机将装满泥土的袋子死死压进石缝
里，5个小时的奋战后，渗漏口开始变得平
静，小联圩保住了。

合肥市肥东县桥头集镇国光社区民
兵高骆已经在长临河镇罗洪社区段的环
巢湖大堤上奋战了二十多天。7 月 26 日
晚，大堤上的风浪突然加大，三四米高的
浪花一次次拍向堤岸，已经轮班下堤的他
又和 30多名民兵火速奔赴大堤，打桩、挖
土、装包、运送、压实，层层接力，硬是在 5
个小时里完成18格护栏杆的围挡任务，又
一次守护巢湖大堤安然度过险情。

古稀老人：“身体中着呢”

“老人家，身体吃得消吗？”
“身体中着呢！”
在风大浪大的巢湖大堤烔炀镇段，76

岁的大程村老人程良文在抗洪抢险人群
中格外显眼，装沙袋的速度一点也不输给
身旁的小伙子。

本来村里分派给程良文的工作是巡
逻，工作量相对较轻。可这几天，巢湖的
浪突然高了起来，防汛工事吃紧，老人看
着前来支援的官兵连饭都顾不上吃，供大
堤用的沙包供应不上，也挽起袖子加入了
装沙包的队伍。

合肥市中垾镇小联圩村的老人黄芝
珍今年也 76岁了。从自家房子走到小联
圩的临时防汛抗洪指挥部需要近 1 个小
时，记者遇到她时，她正撑着一支长竹竿
从圩梗上走来，与同村 66 岁的荚春枝换
班：“我负责的夜班从今晚六时到明早六
时，每两个小时我要绕我们圩堤段巡查一
次，看看有没有险情。”

抗洪的这些天，镇村干部带着突击队和
前来支援的部队官兵一起打了五层竹桩，
比平时宽了不止一倍。“我们59岁的村党支
部书记祝业飞已经快一个月没有下过堤
了。年轻人一个不落全上堤，连觉也捞不
着睡。这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呀。”说着
话，黄芝珍撑开袋子给记者看，里面是一个
简易的小板凳，巡堤走累了，她就坐下休息
一下，“腿能歇，眼可不能歇，一个小水泡都
不放过，不然这些天年轻娃娃们的心血就
白费了。”

77 岁的侯业堂曾经是合肥市肥西县
上派镇中派社区的村民小组长。汛情一
来，他立刻报名参加村里的巡堤队。“我报
名参加巡堤队时，村党支部书记考虑到我
年纪大了，冲在一线不安全。我说我可是
防汛元老级的人物，在堤上走了几十年
了，虽然老了，但是经验丰富，一定可以胜
任巡堤任务。”回忆起报名参加巡堤的场
景，老侯乐呵呵地说。

“洪水不退，我们不退。”众志成城保
安澜，这些“劈波斩浪”的勇士们用坚实的
臂膀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汛大堤，保卫
着自己的家园。

□□ 本报记者 文洪瑛 李朝民

鄱阳湖区是我国重要粮食产区，周
边的鄱阳县、余干县、都昌县等都是江
西的产粮大县。今年因为洪涝灾害，导
致早稻受灾最为严重。

为切实抓好早籼稻收购工作，稳
定粮价预期，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经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同意，江西省提
前启动早稻托市收购，从 7 月 25 日起，
在全省 59 个县（市、区）启动早籼稻最
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今年早籼稻执行
价格每斤 1.21 元（国标三等），比上年
提高 0.01 元，执行时间为 7 月 25 日至 9
月 30 日。

另据中储粮集团江西分公司有
关人士介绍，全省确定 705 个早籼稻
最低收购价委托收储库点，有效仓
容 324 万吨，能够满足早籼稻最低收
购需求。其中，余干县有国家储备
库、乌泥中心库、信丰粮管所等 11 个
收购点。

收购点的收购情况如何？农民卖
粮会不会“排长龙”？农民多久能拿到
卖粮款？带着疑问，记者对余干县的部
分收购点进行了探访。

7 月 28 日下午 2 时，记者来到了余
干县国家粮食储备库。映入眼帘的是
各种卖粮的车辆，有三轮车、四轮卡车，
也有大货车。该储备库副主任吴世亮
说，到这里卖粮的，主要有散户、种粮大
户、粮食经纪人等。

在多功能扦样机旁，记者看见一辆
装满粮食的三轮车。卖粮人叫何益堂，
今年 62 岁，是余干县白马桥乡港边村
人。他说：“今年我家种了20多亩早稻，
因地势高，没怎么受灾，晾晒后亩产七
八百斤，今天卖了5000多斤。”

几分钟后，何益堂的三轮车缓缓驶

到35号仓门口。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稻子经过清杂筛选后，通过输送带实现
颗粒归仓。记者问：“何时能拿到卖粮
钱？”“24 小时内就能打到卡上。”何益
堂说。

此后，记者来到了余干县粮油购
销总公司乌泥中心库。在粮库内，记
者看到的全是大货车。该中心主任朱
学明说：“用大货车运稻子的大都是粮
食经纪人。由于洪涝灾害，早稻质量
参差不齐。按照收购标准，我们今天
拒收了一些。”

从收购点收购情况来看，卖粮的
农民暂时还不算太多。据余干县粮
油购销总公司办公室主任熊庆武介
绍，7 月 28 日全天预计可以收购 120
万斤稻谷。

种粮大户文书岗说了自己的经
历。文书岗是余干县枫港乡二房组
的村民，从事水稻种植。7 月 16 日之
前，他已把能抢收的早稻全部收割完
毕。文书岗说：“因为今年早稻抢收
的时间早，稻子不够饱满，再加上无
法晾晒，最后只好忍痛把湿谷子卖给
烘干厂或粮食经纪人。如果不卖给
他们，放在家里，很快就会起热霉变，
损失更惨重。”

余干县有关部门人员分析说，收
购点卖粮的农民暂时不多，可能主要
是因为水灾的原因，种植户提前抢
收。抢收后，自己既没烘干机，也没晒
场，更没人力，只好选择把湿谷卖给粮
食经纪人或烘干厂；其次是因为最近
大家都在抢种晚稻，即使手中有稻子，
也分不开身去卖。

受访的部分种粮大户建议，中储
粮集团的收购要考虑天气情况、各地
受灾情况等，尽力保障种粮农民的
利益。

鄱阳湖区的稻子怎么卖？
——江西省产粮大县走访见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