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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小川

见习记者 朱一鸣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抗洪救灾
众志成城”“共渡难关 河南加油”……7
月 24 日，记者前往河南报道灾后重建
情况，沿途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各式救
灾物资保障车辆，正满载人员和物资往
河南疾驰。

“安置点的物资需求，由政府统一
调配，相对分散的，微信群里一发，我们
就会用自己的车把物资送到。”7 月 25
日早上 8点，记者来到尉氏县的一个爱
心物资捐赠点，尉氏县爱心公益协会的
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如果物资缺
乏可以通过爱心公益群发布信息，来自
临县的爱心公益组织也会全力帮忙
协调。

离开捐赠点，记者来到史庄村北
康沟河桥。现场机器轰鸣、人流涌动，
数百名来自各单位的人员和自发组织
的 群 众 正 在 忙 碌 着 装 沙 入 袋 、稳 固
河堤。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提闸泄水
的影响，贾鲁河尉氏段依然有水位上
涨风险。全县 17 个乡镇、2 个园区全
部派员支援，确保 24 小时抗灾救灾不
间断。”尉氏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
琛介绍，在开展应急抢险的同时，组
织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恢复
农业生产，没有绝产的庄稼再施一遍
肥，绝产的地块尽快改种萝卜、白菜
等作物，尽量降低老百姓损失。同时
还协调饲料厂，充分保障养殖场的饲

料供应。
不远处，记者看到人民子弟兵在沿

河长堤上奋战，此次支援尉氏抗灾的是
驻开封空降兵、武警部队、河南省开封军
分区系统官兵。大灾大难面前，人民子
弟兵永远冲在前面！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民开中学的安置
点，外面酷暑难耐，安置生活区内却凉风
习习，纯净水、食品等物资储备充足，老
人们在怡然自得地休息，孩子们在老师
组织下正开展夏令营活动。

“ 目 前 民 开 中 学 共 安 置 了 321
人，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家里的壮
劳力都在巡视河堤。”十八里镇党委
副书记张东涛介绍，“安置点配备医
生、护士和消杀人员，宣传灾后防病
知 识 和 健 康 教 育 ，确 保 安 置 点 居 民
的健康。”

临近中午，食堂开饭，一盆盆色味俱
佳的菜肴，一箱箱热气腾腾的馒头、一桶
桶清热解暑的绿豆汤依序摆开，村民排
队有序打饭。“在家都没吃过这么多，换
着花样吃，住得好、吃得好，孩子们还经
常加餐。”54岁的戚秀娥说。

“安置点不撤，学校保障不撤。”民开
中学小学部负责人李双表示，学校专门
抽调老师团队为安置点孩子开展趣味活
动，帮助孩子减轻心理压力，让孩子们能
快乐生活。

临近采访结束，记者在此过程中感
受最深的是党员干部的不辞辛劳、众志
成城以及群众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和支
持。面对此次洪水灾情，我们相信，有他
们在，尉氏一定“中”！

有他们在，尉氏一定“中”！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范亚旭）受连续强降雨天气影
响，河南省部分地区出现了农田积水情
况。7月 23日，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
厅获悉，为切实加强农业防灾减灾工作，
省农业农村厅于22日抽调40名专家，成
立 8个汛期专家指导组，分赴 17个省辖
市、济源示范区和 10个直管县（市），全
程开展技术指导服务。

连日来，河南省普降特大暴雨，雨
量大、来势猛、历时长，给正在处于旺
盛生长阶段的花生、蔬菜等经济作物
带来不利影响。据农情调度显示，截
至 7 月 22 日下午 5 时，全省农作物积
水面积 1066 万亩。农作物受灾面积
833 万亩、成灾面积 51 万亩、绝收面积

15 万亩。
自入汛以来，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坚

持24小时应急值班，灾害发生后紧急启
动汛期农业防灾减灾行政和专业技术人
员双值班制度，实行农业防灾减灾一日
两报制度，安排专门人员实时调度雨情、
灾情及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全方面
做好防汛减灾工作。

针对当前情况，农业专家介绍，广大
农民朋友可以在雨后及时中耕散墒，地
表微干露白，就要及时划锄松土，降低土
壤湿度，恢复根系功能；对于受灾严重或
已经绝收的地块，要及时改种补种，可抢
种一些速生蔬菜、耐热蔬菜，如空心菜、
生菜、苋菜、芫荽、茼蒿等，最大限度减轻
涝灾损失。

40名专家分赴各地开展农业技术指导

邮储银行河南农担联合
推出“豫农担-救灾贷”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文 李琭璐）7月 17日以来，河南出现
持续性超强降水天气。作为农业大省，
河南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对全国影响举
足轻重。近日，河南农担公司联合邮储
银行河南省分行紧急推出了“豫农担-救
灾贷”，帮助省内受灾的农业经营主体获
得恢复生产所急需的低成本信贷资金。

“豫农担-救灾贷”为政策性担保产
品，将重点针对受灾严重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予以优先支持，主要包括符合农
业信贷担保政策性范围的家庭农场、种
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小微农业企业等。

为进一步降低借款主体融资成
本，该产品将采取信用担保为主，贷款
利率为 4.25%/年，河南农担公司免收
担保费；同时，借款主体按约定正常结
清全部本息后，省财政按实际贷款金
额和期限对借款主体给予年化 2%的
贴息。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
洋）今年第 6号台风“烟花”于 7月 25日 12时
30分前后在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登陆，登陆
时强度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 13
级。26日9点50分前后，“烟花”在浙江嘉兴
平湖市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
风暴级。

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短时大风等极
端天气，浙江各地聚焦人员避险转移、海域
安全、地质灾害薄弱环节、城市内涝和地下
空间、山塘水库河网、城市运行、安全生产、
交通等“八张风险清单”，全力以赴做好各项
防范工作。尽管台风中心已移出浙江，但接
下来，浙江多地仍有大暴雨，各地继续加强
防范衍生灾害。

7月 24日上午，浙江提升防台应急响应
至Ⅰ级，截至25日11时，全省13地启动最高
级别台风红色预警。时值天文大潮期，加之

“烟花”带来的巨大影响，浙江沿岸风暴增水
情况十分严峻，钱塘江、曹娥江、椒江等主要
江河将发生超警洪水。

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依山而建，23日晚
间至 24日上午，突遭暴雨侵袭，导致进化溪
水位持续上升，沿线多个乡村出现严重积
水。一场紧急救援随即展开，全镇组织了25
支冲锋救援队共计7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参
与救灾，四面八方的力量也向这里涌来。所
幸经过连夜奋战，截至记者发稿时，没有发
生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情况。

目前，正值农家乐暑期旅游旺季、早稻

开镰收割期、连作晚稻播种期、水果旺采
期。对此，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在21日发出紧
急通知，要求各地高度重视台风对农业生产
的影响，迅速行动、及早部署，抓好农业防台
救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农业生产稳定。

临海市地处沿海，防御压力巨大。连日
来，该市组织多个技术指导组，协助农户抢收
农作物、疏通沟渠、加固大棚栏舍、转移农业
机械等。除了农技人员，不少党员志愿者也
加入其中。在沿江镇，当地就组织了5支党员
志愿服务队帮助葡萄大户抢收，并帮助联系
解决销路，将损失降到最低。

台风登陆前，浙江全省严阵以待。在温
州，3317 艘渔船于 19 日 18 时前全部归港避

风或进入安全水域，64艘休闲渔船全部进港
并停止营业，738艘主要交通运输船全部落
实相关防范措施。在台州市，除了确保船上
人员应撤尽撤之外，当地渔政人员还对船只
密度、摆放顺序、养殖鱼排加固稳定性等方
面进行 24 小时筛查，避免台风带来的二次
伤害。

记者从浙江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全省1.7
万艘海洋渔船已全部在港避风，所有新建猪
场全部暂停施工，全省近 9成农家乐暂时关
闭，劝返游客近 10万人次。当前，省本级已
储备农药 210 吨、消毒药 15.8 吨、水稻种子
232万公斤，灾后将根据受灾情况及时发放
到农户手中，并加快组建新一批指导组，分
赴各地开展技术指导。

浙江全力以赴抵御台风“烟花”

巩义市洛口村亟待通电通水通网

呼吁社会专业力量支持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建伟 李慧斌

洛口村位于巩义市河洛镇东部，紧邻
河南 S312 省道，大雨过后的第 7 天，记者
来到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洛口村。

从河洛镇政府顺沿黄快速通道向东
出发，一路上雨水冲刷下来的泥土已经干
涸，过往车辆卷起滚滚黄烟。大约行至 9
公里处，便到了洛口村。在村口执勤的志
愿者拦住了记者一行，为了防止次生灾
害，转移安置的村民还不能回家，村里主
街道正在清淤，所以禁止人员车辆进出。

洛口村古称“洛汭”，因地处洛河入黄
河河口而得名。洛口村位于两座丘陵之
间，一条主街沿着沟底向里延伸，全村
2200 多位居民基本沿沟而居。记者徒步
穿过村口的“古洛汭”石门，顺着泥泞的主
街走进洛口村。

村里的临时安置点设在离村口不远
的河洛镇实验学校洛口教学点。教学点
原来是洛口村周边 7、8 个村的集中教学
点。灾情发生以后，这里开放了所有的学
生宿舍和教室，尽可能多的安置从村里转

移出来的村民。
在学校操场上整齐码放着一些救灾

物资和瓶装水，学校门口架起了两口大
锅，是安置点的临时厨房，轰鸣的发电机
声不间断地保障安置点电力。

安置点不仅安置了群众，目前也是村
“两委”的临时办公地点。正在忙碌的选调
生张婷婷指着办公桌上生锈的曲别针回
忆，洪水下来时很快漫过了办公桌，他们赶
紧把笔记本电脑和整理了几年来的扶贫工
作资料放在了文件柜顶就撤离了。25号他
们才踩着淤泥把这些办公用品取了出来。

“镇政府在 19 号下暴雨前发布了提
醒，村‘两委’就开始排查、转移村民。村
里常住村民 1300多人被转移安置了 1100
多人。”洛口村驻村第一书记贺雪峰说，
特殊的地理地貌导致洛口村灾情严重，
灾情发生时洪水顺着村里的主街道冲下
来，村里的供水供电设备全部瘫痪，全村
400 多口窑洞不同程度出现损坏或坍
塌。洪水退了以后，村里大小街道淤泥
都已没过膝盖。

洛口村主街道上，清淤车辆往来不停

穿梭。住在地势稍高没有转移的村民要
么在晾晒衣服被褥，要么到村组领取方便
面瓶装水等生活物资。记者沿村里主路走
到下穿连霍高速公路的涵洞前，清淤的铲
车和外运淤泥的车辆正在忙碌。铲车司机
付红卫告诉记者，清淤难度大，前几天水刚
下去，太湿清不起来，再过几天淤泥干了又
清不动，所以要抓住这几天尽快清。

“还不通电、没有网络，村干部联络全凭
对讲机。”说话间，村党支部书记曹兴玉的对
讲机又响起来，“当前，我们最要紧的工作是
清淤、防疫防次生灾害和灾害统计！”曹兴玉
说，“全村主干道清淤预计还要一两天时间
才能结束，次干道和小路预计需要两周左
右；转移出去的群众或投亲或靠友，我们要
摸清楚去向；受损的房屋窑洞到底有多少，
我们都要统计出准确数字；防疫消杀也刻不
容缓，我们村小组长都是白天领着大家清淤
干活，晚上打着手电填表统计数字。”

“目前，镇政府支持我们的发电机仅
能保证给安置点供电，定时给安置点供
水。我们完全是凭着村里自己的力量开
展自救！”贺雪峰无奈地说，村里重点部位

通电恢复要 3-5天，户户恢复通电预计要
一个月时间。通了电，村里自备井就可以
通水了。但是要恢复通网通讯可能等的
时间更久。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跟洛口村地形
地貌相同，周边还有河洛镇的源村村、西
石沟村、沙鱼沟村等河洛镇东部 8个村庄
灾情严重，其中沙鱼沟村全村主街道上所
有的电线杆都被洪水冲倒。虽然各村庄
已经积极开展自救，但是解决通电通水通
网等问题显得势单力薄，亟待更多专业力
量支持。

“特殊的丘陵地貌导致黄土坡地大雨后
容易塌方，当前首要任务就是防次生灾害，
避免人员伤亡，临崖临坡地区设置标志劝阻
群众返家抢救财物。”河洛镇党委书记赵江
介绍，全镇有7400多位受灾群众投亲靠友，
水毁道路60多公里，水毁房屋2000多间。

“除预防次生灾害以外，我们要力保
‘四通’，尽力保障群众生活逐步恢复正
常。”由于一些村庄受损特别严重，赵江也
呼吁，希望更多社会专业力量支持河洛镇
灾后重建，帮助群众尽快摆脱困难。

关注河南抗灾救灾关注河南抗灾救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小川

见习记者 朱一鸣

7月 24日凌晨 3点，电话铃声突然响
起，连续几天参与救援的挖掘机司机张顺
利一个激灵坐了起来。电话里是声嘶力
竭的喊叫和令人心悸的哗哗流水声：“快
来！挖掘机快来！”

电话那头是河南通许县苏留庄村党
支部书记赫英豪，他的脚下是正在汩汩漫
水的东三北干渠。身后，是一个正在熟睡
的村庄。

30分钟后，张顺利和挖掘机顶着夜色
赶到河堤。一干就是 24 个小时，没有
合眼。

4、5点钟，暮色尚沉，苏留庄在尖锐的
哨声中惊醒。青壮年迅速组织起来赶赴
现场，数台工程车疾驰增援，沉静多年的
河堤犹如沸腾的开水，焦灼写在每个人的
脸上。

“坚决调动所有力量，人在堤在，必须
确保群众生命安全。”大岗李乡党委书记
谷爽戴着草帽，手臂上是连日来的晒伤。

早晨7点钟，天色已经明亮，河流却愈
发湍急，每秒10立方米的流量将并不宽敞
的渠道冲得快要崩塌。赫英豪正忙着指挥
村里由100多名党员和村民代表组成的突
击队护坝。“要一刻不停加紧打坝，防止出
现溃口，这里要保障好下游的安全。”面对
湍急的水流，赫英豪和村民丝毫不敢松懈。

装满泥土的沙袋一袋又一袋扛到河堤
上，工程车隆隆作响没有丝毫停歇。村民身
上河水与泥土交织在一起，没有一个人喊
累，更没有人退缩。

眼前是洪水，身后是家园，容不得半
点耽搁。

雨情就是号角，汛情就是命令。到大
岗李去，到汛情最危急的地方去！一份动
员令在全县范围内迅速传达。

武警战士来了，消防应急队伍来了，

水利局、团委，竖岗、厉庄、邸阁等乡镇的
增援队伍也来了……

为了减轻河道压力，储备多年的泄洪
渠被紧急启用。连日大雨冲倒了树木，砸
断了电线，原有的电闸门突然失效。水利
局副局长邓现永带着突击队手摇数百斤
大闸门。突然弹起的摇臂直撞下颚，满脸
是血的邓现永脑袋嗡嗡作响，却依然不肯
放手，直到被身边人强行拖下处理伤口。

下午 3点，东三北干渠河堤抢险趋向
稳定，但下游数公里的尉氏县南五召处河
段突然出现溃口。而此时，防汛压力极大
的尉氏县，大部分抢险力量都集中在县城
北部的北康沟河河段，救援力量很难及时
赶到。

情况紧急，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是第一
位。正在上游1公里处指挥抗洪抢险的通
许县常务副县长潘磊当机立断，带领通许
县救援队伍迅速奔赴溃堤地点，指挥两地
干部群众携手抗洪。

晚8点钟，溃口终于被堵上。此时，救
援队伍在洪水中浸泡已5个多小时。增援
队伍撤离时，尉氏县乡邻爆发出雷鸣般的
掌声，群众拉着已成泥人的救援队员泣不
成声：“感谢你们，守住了我们的家。”

连续奋战十几个小时的抢险队员们
回到苏留庄河段，互相轮替，终于可以吃
口热饭。有的人手指颤抖捏不稳筷子，有
的人盒饭刚打开一半，就靠着树睡着了。

7月 25日凌晨 2点，奔腾的河水终于
趋缓，张顺利走下挖掘机。此时，大岗李
乡东三北干渠河段抢险已持续近24小时。

“河堤上现在情况怎么样，大家还缺
什么东西吗？”记者离开前问道。

“河堤情况稳定，物资供应充足，暂时
没有短缺。”已在河堤驻守一日一夜的潘
磊对记者表示，“如果真要说的话，最大的
问题是大家都缺觉。”

话音刚落，转身，他已经开始布置受
灾农田恢复生产了。

通许县：护堤，决战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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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在河南省卫辉市李源屯镇政府，来自全国各地的捐助物资堆放在镇政
府大院。炎炎烈日下，一辆辆救援车辆不停地往返于镇政府和受灾群众安置点之
间。在搬运物资的志愿者中有一批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自附近村庄的他们，看到附
近安置点的受灾群众，便主动帮忙搬运物资，和大人一起从早上6、7点一直忙到深
夜。正如十三岁的韩玉儒所说：“我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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