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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抗洪救灾最前沿 记者直击

8月25日上午，随着最后一批洪灾中损失的养
殖鸡被深埋无害化处理，绥中县范家乡馨新畜禽养
殖场的生产自救进入了清理鸡舍的新阶段，企业也
全面开启灾后重建进程。这是绥中县积极组织抢险
救灾、生产自救中的一幕。

摸清底数掌握实情
“救灾重建先要摸清底数。大家一定要挨家挨

户核查准确。如果出现数据统计表分类里没包含的
新情况，也要在表格空白处做好增补记录。”8月23
日中午，绥中县葛家乡高鹦村村委会，包片该村的绥
中县政协副主席王世秋，向县交通运输局干部职工
进行讲解。

很快，每组4人、由1名村干部带队的10个核查
小组出发了。前往高立沟屯的第三组，由村民组长
李桂珍带队。

进屯起初是蹚着小河走，但很快就是哗哗流淌
的近10米宽的大河了。河水越来越深，最深处近膝
盖，只能高高挽起裤子艰难前行。

“小心，河里有树障堆，脚别被扎了！”李桂珍时
不时提醒核查干部们。

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终于抵达高立沟屯，这个
村是黄瓜种植专业村，蔬菜大棚是村民的主要收入
来源。河边上，看护房和大棚皆被大水冲得东倒西
歪、摇摇欲坠。“每座大棚损失 5000 元到 3 万元不
等。”村干部告诉记者。

村干部随即忙碌起来，逐门逐户进行详细登
记核查。

当日，绥中县1307名干部职工跋山涉水，对受
灾最重的7个乡镇进行了全面灾情核查。目前，核
查结果正在统计中。

不等不靠抗灾自救
8月24日上午的范家乡政府大院异常拥挤，各

地送救援物资的车辆排队等待卸货。记者随机询问
了两个车队，竟然都是因为90后“网红”村党支部书
记王宁来的。

1994年出生的王宁，是邱家村党支部书记。上
任以来，他发展露营旅游等产业，兴办老人公益食
堂，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党支部书记。乡里生产自救动员会后，王
宁在“快手”上发了两个短视频并直播，关注网友累计近45万人，募集
到救灾物资价值十余万元。

在东戴河开超市的马洪双，看到王宁的直播后，立即给这里送来了
价值万元的生活用品。“快手村支书助农团”里共有北方地区的30名
村党支部书记，当日，他们也给这里送来了价值近6万元的救灾物资。
当天，这些食品、矿泉水就送到了全乡受灾群众手中。

“能补一分是一分！”范家乡党委书记李心欣告诉记者，全乡共有
13.6万株果树倒伏，损失巨大。“树不行了，我们就发动果农赶紧想别的
招儿，只要人在，人心齐，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李心欣说。

洪水中，馨新畜禽养殖场的鸡全部损失。为防灾后大疫，洪水过
后，乡里积极帮助企业对这些畜禽开展无害化处理。周边无害化处
理场都已满负荷运转，没有能力帮忙，乡里向绥中县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求助，得到葫芦岛市有关部门认可的深埋消毒处理技术支
持。连续两天，在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监管下，乡里帮助企
业完成了这件大事。“现在，我们正在乡里帮助下做恢复供电等相关
重建工作，争取早日重新开工建设生产。”养殖场总经理范金玲信心
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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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一点，稳一点，前边就是
保障车！”8月24日下午，在建昌
县黑山科乡杨树底下村村口，身
穿红色救援服的宁家刚肩扛担
架、手拿毛巾，一边擦着汗、一边
侧过头叮嘱身后的队员。

宁家刚是大连万众应急救
援队的带队队长，与40余名队员
特地赶来支援建昌县。担架上，
是杨树底下村行动不便无法自
行撤离的村民。

“今天是我们到建昌县的第
三天，来给几个目前汽车无法进
入的村子运送物资。”宁家刚介
绍，实际上，这个村子他们前一
天就来过。“那天，进村主路上
的一座大桥还未通车，我们是
靠 小 艇 过 的 河 ，携 带 物 资 有
限。今天早上，大桥已经被抢
通，于是我们带来了更多物资。”
宁家刚说。

杨树底下村位置较偏僻，
是距离黑山科乡政府最远的一
个村，其中有两个自然屯更是
窝在山沟里，交通不便，生活物
资短缺。目前，进屯的路依然

不能通车，送东西进去，还要靠
肩扛手提。“走进去大约需要 1
个小时，再加上帮老百姓扫扫
院子，跟他们唠唠家常、解解心
宽，一个来回少说也得 3 个小
时。”宁家刚说。

这次进屯前，有人告诉宁家
刚，屯子里有三位老人独自生活
行动不便，需要队员协助送出。
于是他们进屯时还携带了担架，
方便运送老人。

直到把老人送上一旁等候
的保障车，宁家刚和队员们才终
于放松下来。打开随身包，宁
家刚翻出了馒头和榨菜充饥。

“两点了，咱们赶紧吃，天黑前争
取再‘来回’一次。”宁家刚说。

一旁有队员透露，这是他们
今天吃的第一顿饭，但大家都
没觉得饿，“可能是因为干活时
有使不完的力气”。宁家刚几口
咽下馒头，咕咚咕咚喝了半瓶
水，又拿着对讲机忙活起来。

记者一行驱车离开，一路
上，各种颜色的救援服不时出现
在眼前。救灾路上，万众一心！

“万众”来救援
本报记者 赵婷婷

受降雨时段和降雨强度共同影
响，绥中县境内十余座水库溢洪或
超过汛限水位，其中，李金水库溢洪
道冲毁严重，清淤清障工作正在有
序进行。

“快上船，这块板子踩着稳当，
跳进来就行。”8 月 25 日，在绥中县
大王庙镇李金水库，村民李海强熟
练地摇桨离岸，启动清漂船带记者
搜索水面。“往左边靠，那边有生活
垃圾。”村民李宽站在船头，指着远
处水面漂浮的生活垃圾说。

用叉子勾，拿抄网捞，沥水后投
进清漂船的回收箱……船上没有任
何遮阳设备，只一会儿，他们额头上
的汗珠就滚滚直落。船上只有叉
子、抄网这两件工具，遇到生活垃圾
还好处理，要是遇到漂浮的通信
线杆就得靠俩人一前一后徒手捞到
船上。

“这次水从上游下来得急，破
坏力不小，大量枯枝败叶和生活垃
圾等漂浮物一股脑儿地涌入库区，
清理起来难度挺大。”李宽一边忙
着清理垃圾，一边介绍，捞网探过
去时要对准目标扣下或从侧面舀
起来，如果平着伸过去，垃圾就会

被水波推开。“看这样子，还得四
五天才能清理完。”李宽望着漂浮
物说。

“这趟差不多了，再往上捞，船
的吃水就太深了，先往回开吧。”一

轮打捞工作持续近 20 分钟，李海
强 招 呼 着 李 宽 往 回 返，“两根木
头、一箱垃圾，咋地也得 300 多斤，
到 岸 边 赶 紧 喊 赵 春 来 他 们 卸 完
运走。”

在岸边，记者遇到了巡河的大
王庙镇水利站站长何健。“住在水库
附近的乡亲们真是朴实，大家都是
自发过来帮忙的，多亏他们，要是不
及时清淤，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病害，
就可能对下游农作物灌溉产生影
响。”何健介绍，水库位于王宝河支
流，以调洪、灌溉为主，1974 年建成
以来，头一次遇到这么大水。

“我们按照‘先清水库、再清河
道’的原则，正在抓紧对李金水库和
高杖子水库进行清淤作业，清淤完
成后，还要请专业技术人员对水库
进行检测，根据要求进行除险加
固。”大王庙镇副镇长吴昊赶到时对
记者说，“虽然干的是脏活累活，但
大家不喊累不叫苦，都希望早一点
清理干净。”

临近傍晚，下午的清淤工作告
一段落，3艘清漂船上的9名村民陆
续上岸时浑身早已湿透。“我在这生
活了50年，家里大田和果树都靠这
个水库灌溉，对它有感情，虽然这次
大水给我家作物造成了损失，但只
要想到以前那一库清水，就觉得一
切辛苦都值了，所以自己必须带头
上。”李海强说。

全力清淤清障 守护水库安全
本报记者 明绍庚

8月24日，在建昌县黑山科乡杨树底下村村口，救援队转运行动
不便的村民。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8月19日至20日，葫芦岛市经历
罕见强降水天气，持续暴雨导致河水
水位迅速上涨，多处道路、桥梁被冲
毁，一些区域电力和通信中断，与外
界的联系一度受阻，成为“孤岛”。险
情就是命令！同样身处“孤岛”中的
公安民辅警闻“汛”而动，筑起守护群
众安全的第一道“藏蓝堤坝”，一幕幕
暖心场景接连上演。

8月20日8时，因暴雨导致狗河
水位突然上涨，在葫芦岛市绥中县
网户乡河东村附近生产作业的13名
群众被困。接到群众求救，葫芦岛
市绥中县公安局网户乡派出所和葫
芦岛市公安局沿海安全保卫局孙家
沿海派出所，立即派出十余名民辅
警携带救生圈、救生衣、救生绳、无
人机等设备前往施救。随着时间分

秒推移，河水持续上涨，被困人员所
处的“水中孤岛”面积快速缩小，加
之水流湍急，救援设备无法发挥作
用，民警紧急请求直升机支援。“直
升机来了，有救了！”在一片欢呼声
中，被困人员全部脱险。

8 月 20 日 11 时，绥中县范家满
族乡钓鱼石村有5名群众被困养猪
场，范家乡派出所所长邓光军带着
民辅警前往施救时，被一条宽阔的
大河阻拦，河水湍急，他们遇到水浅
的地方就走、水深的地方就游，其中
3 次被水冲入急流之中，又艰难游
回，带着的救生衣也被冲走一件。

“你穿我的救生衣。”费尽半小时周
折终于到达河对岸的养猪场，邓光
军当即脱下自己身上的救生衣套在
群众身上。经过4个多小时的涉水

救援，成功将被困的5名群众带离危
险区域。

“给老人打伞，不用管我们。”这
是8月20日，建昌县公安局巡特警大
队大队长武峰带队救助一名瘫痪在
床老人时喊出的一句话。当天 16
时，民辅警赶到求助的群众家中，老
人瘫痪在床多年，需一直躺在按摩气
垫上，6名民辅警便将老人连同垫子
一起抬出。当时正下着暴雨，担心老
人被浇，武峰和民警脱下自己的雨衣
盖在老人身上，将老人抬出屋，并护
送老人到县城的亲戚家。

8 月 22 日，建昌县黑山科乡二
道河子村一名8个月的孕妇突感身
体不适，家人急忙叫来救护车。但
由于道路被大水冲毁，救护车无法
进村，只能停在村外1公里处的路上

等候。被到杨树底下村送物资的黑
山科乡派出所 2 名辅警遇见，他们
与孕妇家属合力将孕妇抬到救护
车上。“我和肚子里的孩子都会记
得你们。”孕妇感激地说。由于就
医及时，目前，该名孕妇身体已无
大碍。

截至目前，葫芦岛市公安局共
出动警力 1.06 万余人次，紧急增援
警力300人，备勤警力1200人，出动
车辆4800余台次，排查重点部位58
处，协助各级政府转移群众 4.36 万
人，救援救助群众1171人。

如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正在
有力推进，在乡村的物资分发点、在
一个个清淤现场、在各地驰援车辆
纷至沓来的路口，仍能看到这些忙
碌的“藏蓝身影”。

逆水前行的“藏蓝身影”
本报记者 姜 帆

“居民家地面、水井还有村里垃
圾点都是消杀的重点，机器加压以
后，管口对准地面就能消杀了，别忘
了把地面的淤泥提前清理干净……”
8 月 25 日，在建昌县黑山科乡小学
中心校，防疫专家在校园开展消毒
消杀，同时指导当地工作人员使用
消杀工具。

葫芦岛灾情发生后，省卫生健
康委分批次派出省级医疗应急、公
共卫生专家共计24人，紧急调拨省
级应急药品、卫生防疫物资全力保
障当地医疗救治和灾后防疫工作。

8 月 21 日，省卫生健康委紧急
调派7名省级医疗专家支援建昌县
救治工作，并开通绿色通道将建昌
县大屯镇一名突发重病的受灾群众
从建昌县人民医院紧急转诊至中国
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进行救治。

根据葫芦岛市政府需求，省卫生健
康委紧急调拨省级应急储备药物运
至葫芦岛。

在省卫生健康委的指导下，建
昌县、绥中县县级医院全力开展医
疗救治，截至目前无危重死亡患
者。36个集中安置点全部设置医疗
救治点，每个救治点均配备医护人
员、消毒消杀人员以及救护车。“我们
每天都对受灾群众进行健康监测，救
治点也配备了常用的应急药品。”建
昌县实验小学安置点一名医护人员
说。医护人员还对安置点的群众开
展灾后心理健康服务，缓解他们因
为灾害带来的心理压力。

为避免大灾之后出现大疫，8月
21日，由传染病防控、环境卫生、食
品卫生、病媒生物消杀等专家组成
的17人省级专家队伍，分两批赴葫

芦岛市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到达葫芦岛市建昌县后，专家

组立即指导并和当地疾控机构人员
一起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对卫生所、
学校、受淹厕所、垃圾堆积区等重点
点位开展预防性消毒，对居民饮用
水进行监测，指导受灾居民进行清
污和消毒。

同时，分批次紧急调拨省级卫
生防疫物资，将229台消毒喷雾器、
2.4 吨漂白粉、50 万粒含氯泡腾片、
300瓶二氧化氯消毒片、800瓶菊酯
类杀虫剂、1200袋鼠药运至葫芦岛。

目前，省、市、县共出动200余名
防疫专家、1300余名动物防疫人员，
调集 400 余台大小消毒机、3.5 吨消
毒药品，对建昌县9个乡镇78个村、
绥中县4个乡镇16个村开展消毒消
杀工作。截至 8 月 24 日，已指导开

展消毒消杀592户、11.84万平方米，
消毒水井 8 口、旱厕 5 个、集中垃圾
点5处、动物尸体清运场地1处。

防疫专家还深入乡镇指导开展
消毒消杀，开展健康宣教。截至8月
24 日，已组织开展 6 个乡镇及县教
育局的消毒技术培训工作，共计245
人次；入户培训村民消毒技术220人
次。印制健康教育宣传单 1.4 万份
并逐批下发，利用各村及村民小组
微信群发布通知，指导群众不喝生
水、不食用腐败变质食品等，提升群
众对灾后传染病预防知识的知晓
率，受益人群超过5万人次。

“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深入受灾
地区进行卫生防疫培训指导，发动
干部群众参与汛后防疫消杀工作，
最大限度地减少传染病的发生和传
播。”省疾控中心主任费思平说。

200余名防疫专家进村入户指导消毒消杀

灾后防疫消杀在行动
本报记者 姜 帆

连日来，社会各界
共同努力，加强葫芦岛
受灾地区的物资供应，
保障灾区群众生活。

图为在建昌县黑山
科乡杨树底下村，村民
领取生活物资。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救援物资
有序分发

8月25日，绥中县大王庙镇村民自发在李金水库进行清淤作业。
本报记者 韩宇浩 黄瀚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