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7月 22日，京广快速路周边的积水还未退去，市民小

心地骑车通过

▲ 7月 22日，郑州京广快速路隧道口，多辆大功率抽水车进场作业抽出积水 本版摄影 特派记者 萧君玮 陈炅玮 李一能 （除署名外）

▲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地下空间积水在被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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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被淹，他们急需帮助

河南特大暴雨
关注关注

    河南暴雨，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网上各

种救援信息刷屏，不能前往一线救灾，每个人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郑州出一份力，一份命名

为《待救援人员信息》的文档被迅速转发。这是
民间救援组织在腾讯文档上进行救援信息收

集的在线表格。据统计，截至 7月 21日 21时，
文档已经“自发”更新至第 270多版，从最开始

的一个需求表格，24小时内生长为“多用途”
的民间抗洪资源对接平台。

参与者来自天南海北
文档的创建者叫李睿，是一名河南姑娘，

目前正在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实验班就读。她和

同学想为家乡做点事，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
后，有 30多名同学迅速响应，组成了一支志愿

者队伍。其中大多是 95后、00后，队员来自天
南海北。大家用在线文档分工整理，志愿者被

分在不同小组，线上组负责搜集信息、核实信

息等；线下组主要是河南当地志愿者，负责联
系待救援对象，及时提供帮助。

让有用的信息流转、对接起来，对被困住
的城市至关重要。暴雨发生后，这份文档和时

间赛跑。背后的每一个参与者，因互联网汇聚
起来，孤立的、分散的信息产生联结，在救灾中

发挥巨大的能量。来自五湖四海的善意汇成一
股暖流，令人感动，就像歌词里所唱：“你知道，

就算大雨让城市颠倒，我也会给你怀抱。”
李睿告诉记者，最初，团队想用 Excel（表

格），为了最大程度提供实时信息，达到多人在
线编辑，最终敲定使用在线文档。经过团队头

脑风暴，20日晚上 8时 57分，李睿创建了文
档并敲下第一行字：求救人员信息，救援人员

信息。几分钟后，文档新增 2名作者，开始从
各个渠道收集各种求助信息。表格内容逐渐

增多，用不同颜色进行了区分。在表格里，出
现了“地铁 5号线”“5号线隧道”等求助信息。

半个小时后，越来越多被困的人出现在表格

中，有老人、小孩，也出现了帮助核实消息的
志愿者。文档创建后的第 3个小时，出现了第
一个脱离险境的家庭，一个大人两个小孩。这

位家长在表格更新了备注：“已经顺利坐上车
回家了”。好消息传来，但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被困的人越来越多，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求助

信息也越来越多，等待救援的需求等级出现
了“强”“紧急”“高”“急”。之后，表格中出现了

第三个单元栏目———“漏电风险地区”，提醒
大家避免出入有漏电风险的场所。“官方救援

队信息”“民间救援队信息”也被加入表格中，
医生们自发组织起了线上问诊群……“救援信

息收集的在线表格”变身为“多用途”的民间抗
洪资源对接平台。

上海财经大学 2021届毕业生井雨洁参与
了此次文档的编辑。20日晚上 9时，正在山东

老家的她从手机上刷到了河南暴雨的消息。随

即，她在朋友圈看到了李睿发出的呼吁：召集

志愿者，扫码入群。最初群里只有 9名志愿者，
很快人数便扩充到了 33人。“一开始，我在微

博热搜上看到郑州的事，感觉挺无力的，总觉
得应该要做点什么。正好看到同学发的朋友

圈，我就加入了。在群里大家有序分配任务，有
人维护更新表格，有人核实求助信息，有人联

系救援队伍，包括夜间也安排了轮值志愿者。”

身在福建的上海财经大学 2018级本科生
林浩宇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消息后，也毫不犹豫

加入志愿队伍。“那天晚上最早是在朋友圈看
到了在河南的同学发出的暴雨视频，然后又看

到金融学姐在朋友圈发的线上远程救援群的
入群二维码。我第一时间把二维码转发给了在

郑州的同学让他帮助扩散，后来在微博实时更

新内容里看到了很多求助帖非常感人，自己就

扫码加入群聊，一方面把求助文档转发到微博
上扩散范围，另一方面再及时把微博广场上的

求助信息搬运转填在文档里，尽量让信息汇总
和对称。后来有志愿者车队加入救援时，我们

也一直不停更新信息，大家守望相助，感觉真
的非常温暖。”

发起人是学科“大神”

记者了解到，上海财大的几位学生志愿者
均来自金融学院。他们表示，这次整理组织待

救援人员信息离不开专业知识的帮助。“我们
学校有一门招牌课‘经管机’，全称是《经济管

理中的计算机应用》。上过这门课，是上财人的
一个标识。其主要内容，就是深度发掘 excel各

种鲜为人知的功能，把表格做出花儿来，用表

格建模解决上天入地各种问题。”这次河南暴
雨救灾中，专业知识正好派上用场。表格的作

用，就是在最紧急的状态中，用最简洁明了的

逻辑和最具可视化的呈现方式，帮助人们最高
效率地抓住主要矛盾，找到出路。

文档发起人李睿，正是金融学院擅长制作
表格、数学建模的“大神”。记者从学院了解到，

李睿平时非常低调朴素。辅导员也是从刷屏的
报道中猜测，全网寻找的救命文档发起人———

网友“Manto”可能就是李睿。辅导员在 22日凌

晨 0时 40分向她发消息确认，李睿在凌晨 3

时 30分左右才有空回复“确实，是我”。那时，

她已经连续“作战”，非常疲惫。无论从老师还
是校友的口中，他们对李睿的评价都是“优

秀！”即使在学霸如云的实验班，一直保持高度
自律、高效学习的李睿仍在大三获得综评第一

名，不仅是学校“十佳”同学，还获得了本校保
研的资格。

“我们学校的校训就是‘厚德博学，经济匡
时’，作为青年，应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灾

难面前，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采用在线实时
文档，用自己所学所长，从手工搜集信息，到编

程处理，学以致用的感觉很好。”得知自己在网
上走红，李睿表示，她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开

始，是网友的力量汇聚在一起。“来自受灾者的
回复，是最好的礼物。”李睿告诉记者，得到第

一个被救者脱险的信息时，她感到很开心，很
感动。20日晚上 10时 38分，李睿给求救者发

去第一条短信确认救援情况，直到 21日凌晨
1时 08分终于得到回复：已经得到救援，谢

谢，辛苦你们了！简单一句话，让她泪目。
在微博上，李睿记录下自己的心路历程。

她说，“这次家乡灾难给我的就业启示：要做一
个能对社会有贡献有价值的人。”

本报记者 杨欢 易蓉

    昨天深夜的郑州，天气晴好，不冷

不热，微风拂面，让人感受到久违的惬
意舒适。在二七区纬五路经八路路口，

突然听到一阵喧闹声，还飘来一股洗
发水的香味。循声而去，只见数十位男

女老幼，聚在一个消防栓前洗头、洗
衣、接水，说说笑笑很是热闹，这样的

街景在郑州已经几十年不曾出现了。

他们都是附近社区的居民，身后
黑漆漆的窗户不见一丝灯火，这已经

说明了一切。因为暴雨突袭，附近大片
社区已经停水停电三天，昨天上午，街

道为了解决断水问题，在路口消防拴
上安装了取水设备，用消防用水暂替

自来水，于是入夜后居民们就纷纷拖
家带口，拿着瓶瓶罐罐来此装水，有人

更是带来了洗发水和衣物，洗头、洗衣

服、装水三不误，孩子们则在一旁冲凉
玩水，嬉戏打闹。

“洗发水用完了，借我一下。”“小
宝别调皮，不许玩水！”“哟，好久不见，

你也来洗头啦。”……看着眼前热闹的
景象，张先生坐在台阶上咧嘴笑出声：

“我还以为自己穿越了。”作为一名“80

后”，他记得上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还
是在几十年前，当时社区唯一的公用

自来水龙头在河边，他小时候经常跟
着父母去那里“蹭水”，那时公用水龙

头是大人们的聚会场，也是小孩们的

游乐园，给他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后
来家庭用水条件好了，河边的水龙头

自然也就被渐渐遗忘。

这次暴雨成灾，郑州停水停电断
网，平日习以为常的普通生活，一下子

变成了奢望。但让他感受颇深的是，物
质生活一朝倒退几十年，人情关系倒

是热络起来，邻里守望相助，互相帮衬
共渡难关，原本没说过几句话的邻居，

也成了患难之交。空调没了，大家只能

上街乘凉；接水点开放了，于是奔走相
告，相约洗头洗衣。张先生说，原本以

为此生不会看到这样的场景，所以特
意带着“10后”的儿子来体验一下，看

看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而这一幕也
可能会变成孩子难忘的回忆。

“据说明天就通水通电了，估计以
后再也看不到这样的场面了。”张先生

说，此时的心情有些复杂。灾难破坏一
切，夺走生命，人人避之不及。但在灾

难面前，人们迸发出巨大的勇气、坚
强、乐观、团结、善良，让他感动不已，

既不想再遇到灾难，又希望因为灾难
拉近的人情能永远持续下去，这就是

他此时的心态。
“爸，水接好了。”看着儿子捧着水

瓶走来，张先生起身道别，说希望明天
又是一个好天。灾难已经过去，正常生

活马上将要重启，取水器的使命可能
不会持续太久，但对于张先生而言，能

够小小地“穿越”一下，这就足够了。
特派记者 李一能 陈炅玮 萧君玮

（本报郑州今日电）

    昨天下午，记者驱车赶往重灾区

中牟县，被大片积水挡住了去路，桥
梁垮塌，道路中断，只能原路返回。在

途中发现了一个被淹没的村庄，几位
村民在公路边晒衣服，他们告诉记

者，河水上涨导致家园被淹，多亏一
家废水处理厂的帮助，这几天才能撑

下去。

在 005县道附近，记者看到了一
个村庄已经被泛滥的河水完全淹没，

房屋只有一小半露出水面，而这里的
村民正蹚过齐脖深的积水冒险进入屋

子取回一些生活物品。村民魏女士坐
在一块石头上，身边晾晒着几件正在

滴水的衣物，这就是她此时所有的家
当。魏女士告诉记者，这里叫大吴村，

四天前凌晨河水上涨，突然漫过河堤
冲进村子，正在休息的村民们措手不

及，只来得及拿起手机就逃出村子，不

一会儿村庄就被完全淹没，幸好没有
人员伤亡。

看着家园被淹，村民非常心痛，但

又不舍离开，就在附近未被淹没的地
点“扎营”安家，白天涉水回家抢救财

物，晚上就睡车里。四天没水、没电、没
吃、没喝，他们是怎么熬过难关的？魏

女士告诉记者，多亏了附近陈三桥废
水处理厂，在得知他们家园被淹后，就

主动提供餐饮援助，让他们暂时生存

无忧，对此村民感激不尽。
魏女士说，他们的村庄太过偏僻，

如果不是因为高速公路被积水阻断，
许多车辆试图绕小路前往中牟，记者

也不会发现此地，在通讯不畅的情况
下，他们也不知向何处求助。目前受灾

的几十口人，家当全部浸在水中，生活
物品样样奇缺，因此急需援助。魏女士

说，目前洪水已经稍微退去一些，期望
今后几天能完全退去，村民们才能尽

快重建家园。
特派记者 李一能 陈炅玮 萧君玮

（本报郑州今日电）

    这几天，打开朋友圈，河南暴雨的新闻刷

屏了；打开百度，热搜的重要话题就是“河南暴
雨互助”。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国人的古道热肠在
灾难面前再一次彰显。 但值得褒扬的不仅如

此，笔者注意到昨天两条新闻，都和上海相关。

一则新闻说的是上海财经大学的一名女大学

生和 30多名同学一起，组成志愿队伍，制作了

一份名为《待救援人员信息》的文档，在互联网
上被迅速转发。 从最开始的一个需求表格，24

小时内生长为“多用途”的民间抗洪资源对接
平台。 文档的创建者叫李睿，平时就是金融学

院制作表格、擅长数学建模的“大神”。她表示，

用自己所学所长，从手工搜集信息、到编程处

理，“学以致用的感觉很好”。

同样“高手在民间”的还有一支来自周浦的
救援队伍。 得知现有应急救援力量短缺，急需专

业应急救援人员、装备等应急救援力量支援，上
海浦东三栖应急救援队队长徐俊决定连夜派人

奔赴河南，抵达后立即参与救援，奋战到天亮。

和人们印象中相对业余的“后援团”不同，上海

浦东三栖应急救援队拥有地震、水域、高空等特

种救援技术人才， 并引进了国内外先进救援技
术，成功地帮助当地救援转移受灾群众。

风雨来袭时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这张新
时代市民新形象的“群像图”，说明这种城市的

精神品格，已经深深熔铸到人们的性格、品质、

情感和行为之中。正是一个个自带“精神流量”

的市民，塑造着城市精神之美。 这也是上海在

经济实力日趋雄厚的今天，大谈“软实力”的重
要因素之一。 但是，“软实力”也是以“硬实力”

为支撑的，软硬实力一起发挥作用，才能产生
叠加效果和强大合力。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对于一座超大城市
来说，首先要筑牢安全的底线。 当意外比明天

来得更早，考验的不仅是人心，也是实力。格致

中学高一男生盛晓涵“教科书式”心肺复苏，为
老人抢救生命赢得宝贵时间；上海财大女生把

表格学出“花”，危难之时为家乡人派上了大用
场；周浦救援队关键时候招之能来、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守望相助，各展其能，城市的磅
礴力量将集聚并充分释放。

刷屏“救命文档”创建者上海财大女生李睿———

求救者的平安回复，是最好礼物

“希望拉近的 人情能永远持续下去”

新民随笔 高手在民间 宋宁华

▲ 交通尚未恢复，不少市民选择或步行或骑行在高架桥上以

避开积水路段

荩茛 李睿和她发

起的“救命文档”

受访者供图

▲ 7月 22日，在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门诊部，救援人员在积水的大厅内驾驶舟艇转

移病患 新华社 发

▲ 大吴村被洪水侵袭，房屋一半已在水下。 村民告诉

记者，缺水缺粮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 郑州市民深夜在街头洗头洗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