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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河南特大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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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关注

    连日来，新乡市北中部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 受

强降雨影响，新乡市内卫河、共产主义渠等多条城市行

洪排涝河道出现漫堤险情， 大量村舍田地被淹， 超过

128 万人受灾。 昨天上午，刚刚完成中牟县抢险任务的

上海浦东三栖应急救援队队长徐俊， 接到一条令人揪

心的信息，一位在上海工作的李女士向救援队求助，她

家住新乡辉县市峪河镇东淹沟村的父母已被洪水围困

多日，一同被困的还有数千人之多。 多日断水断电，食

物饮用水也即将告罄，手机关机联系不上，让李女士心

急如焚。 在接到求助后，徐俊立即带队赶往现场救援。

新民晚报特派记者也跟随救援队员进入被水淹的村

子，目击了搜救过程。

拼了！12小时
送600余人上岸
    上海救援队驰援重灾区新乡，

分秒必争紧急营救
    昨天 19时，一支由 25辆消防车组

成的庞大车队出现在河南省安阳市街
头。当地不少市民好奇地驻足观看，当

发现这些车辆全都挂着“沪牌”时，不由
喜出望外：“上海消防来支援了！”经过

17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上海市消防
救援总队 77名指战员抵达任务集结地

河南省安阳市。顾不上休整，昨夜今晨

上海消防迅速投入到一线防汛救灾行
动中。

昨天 22时 45分，在与属地支队对

接后，得知安钢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冷轧
厂车间地坑进水，水深 6米，约 2万多

立方米，受此影响工厂已经停工多日。
上海消防立即调派二分队一套远程供

水组、一辆后勤保障车，共计 4车 14名
指战员前往现场开展排涝作业。这次任

务，是将车间足足有 3000平方米大的
地坑中的积水全部排出。

紧急排涝，是工厂复工的第一步。
但由于地坑较深，积水量大，作业难度

不小。青浦区盈浦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杨

辉表示：“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通过这

个吊臂，尤其像这种非常深的位置，可
以直接深入到里面，进行抽水。再加上

抽水管的口径是 300毫米，所以说抽水
速度是非常快的。”杨辉是河南商丘人，

正在休假中的他在得知上海消防增援
河南的消息后，主动请缨归队前往安

阳，参加排涝救灾任务。在杨辉和队友

们的努力之下，6小时内，第一个坑内
的积水被全部排出。

今天上午，上海消防抢险人员再次
来到该工厂车间，远程供水组开始从第

二个深坑中抽水（见下图）。随着阀门打
开，积水喷涌而出。据介绍，被淹地坑里

都是机器设备，要等积水排出后才能进
行修理或更换让工厂顺利复产，截至发

稿时抽水作业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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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锋舟往来村庄和堤坝之间，将被困的居民一船船
地运离险境 本版摄影 特派记者 萧君玮

家人还好吗 | 焦急
昨天下午 1点，峪河镇村口加油站满

是翘首以盼的村民。他们大多是被淹村庄

村民的家属，家人已在洪水里被困四天。
村民张先生告诉记者，19日深夜河水突然

猛涨，这一片区域 7个村庄一齐被淹，大约
有上万人之多，大多都是老人和孩子。等

年轻人赶回来救人时，水最深处已经可以

淹到成年人的脖子，无法自行撤离了，被
困者只能在二楼避水。多日来，村里唯一

的救援工具就是一辆挖掘机，有人冒险涉
水进入村庄，用挖斗一车车将村民救出，

但效率实在太低，三天也没救出多少人。
因为停水停电，村民家中储备的水和食物

都消耗殆尽，手机电量都已经见底，即将

彻底与外界失联。
记者蹚过一片积水的道路，步行进入

救援区域，这是一座抵御洪水的临时堤
坝。一边是一片泽国，村庄和泛滥的卫河

支流已经融为一体，被泡在水中。而另一
边的区域则居住着数十万居民，一旦这

条堤坝有恙，灾害还将进一步升级。于是
一辆辆满载沙包的卡车往返于堤坝之上，

一边堵漏，一边救人，三支来自全国各地
的救援队已经赶到，上海浦东三栖应急救

援队就是其中之一，队旗依然竖立在堤坝
之上。

在坝上，救援人员用几个沙包垒出了
一个小小的“码头”，在冲锋舟接到被困村

民后，就将踩着沙包上岸，虽然简陋之极，
但它已经成为了村民赖以脱险的“生命码

头”。在码头上，三家救援队虽然来自五湖
四海，但此时已经不分彼此，互相加油鼓

劲，共享救援设备，提供必要协助。此时大
家已经得到消息，今晚水位可能会继续上

涨，为了在险情升级前将所有村民救出，
救援队员都拼了，船一到岸放下百姓，不

经休整马上返回救人。与此同时，在村庄
的另一头，也有多支救援队赶到开始施

救，整个被淹区域的救援队伍达到了十多
支，大家此时唯一的想法就是：争分夺秒

尽快救人。

为了找到你 | 冲锋
在救援开始后不久，求助的李女士发

来消息，父母已经被其他救援队接走平安

脱险，于是上海队开始救援其他被困村民。
跟随徐俊，记者乘坐冲锋舟进入村庄，眼前

的景象令人心碎。村庄和田地已经完全看
不出本来的样子，许多农舍的一层已经被

淹没，而有的只露出屋顶。在进入村子的路

上，能看到一头猪在里艰难求生，躲在一块
只容得下“一猪身”的高地上，可怜巴巴地

看着救援人员进出，救援人员虽然觉得它
有些可怜，但此时根本无暇救助动物，还有

几千人正在村里翘首以盼。
徐俊告诉记者，这是上海救援队入豫

后的“最艰难一战”，不同于之前被淹小区，
几个村子面积非常大，被困人员分散，只有

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才能进村救人。最麻
烦的是，此处的地形非常复杂，水下障碍物

很多，稍不留神冲锋舟就会卡住甚至损坏，
而且被救人员多是老弱病残，他们的安全

是救援人员最关注的事。“如何找到他们，

把他们平安送上岸，听起来简单，做起来非
常困难。”

每当冲锋舟的马达声在村庄中响起，
农舍二楼的窗口阳台上就会出现被困村民

的身影，他们探出身向冲锋舟挥手。当船靠
近后，现场都会有人大声喊道：“让老人和

孩子先走！”被困在屋子里的，许多都是年
迈的老人，还有孩子和残疾人，他们成为最

优先救援的群体，救援人员或抱或背将他

们送上冲锋舟，再帮他们穿上救生衣，如果
救生衣不够，就脱下自己的装备为他们穿

好，等一切准备妥当，再小心翼翼地开船，
与进村时的风驰电掣相比，出村时的驾驶

风格突然变得温柔无比。

他们都平安 | 泪目
一船接着一船将村民救出，不知不觉

时间过去了 5个小时，但仍有数千人在等

待救援，比他们更着急的就是家属，家人几
天的失联让他们备受煎熬。每当冲锋舟靠

岸，家属们就急切地上前寻找家人，找到了

顿时欣喜若狂，拥抱流泪；没有找到只能失

望离去，继续翘首盼望下一艘船到来。
在人群中，一位神情焦急的小哥几次

想上船担任向导进村，但都因为船上人员
过多而未能如愿。小哥名叫王泽军，他告诉

记者，他和哥哥一共有 5个孩子，还有家里
的老人，全被困在村里，几天消息全无，他

快被急疯了，看到有人被救就上前询问家

人的下落。“我听到洪水来袭的消息就往家
跑，还是晚了一步，道路被封村庄被淹，已

经进不去了，这几天我都在这里等，终于等
来了救援队。”

终于，王泽军得到了上船的许可，在他
的指引下，冲锋舟向他家的方向急驶而去。

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景象，王泽军很是
难过：“这条路就是我每天走的，现在居然

要坐船才能进，真没想到会有这一天。”在
船只靠近他家后，王泽军大声向二楼呼喊，

家人们探出身纷纷向他招手。“他们都在，
平安无事！”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抱起一

岁儿子上船后，他说自己终于又活过来了。
上岸后，村民们扶老携幼准备坐车离

开堤坝，脸上的喜悦与激动溢于言表。78

岁的穆大爷在被救后告诉记者：“是上海队

把我救出来的，我要为他们点赞！”虽然家
里被淹，但他觉得都是身外物，人好好的比

什么都重要。而另一位村民小孙则一直搀
扶着一位老奶奶，原本以为是他亲人，但小

孙表示，这位 96岁的阿婆是他的邻居，他
的亲朋好友大多脱险，唯独没看到大娘，他

在这里守了几个小时，就是为了接她和亲
人团聚。

救援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深夜 0点，在

一片黑暗之中，上海救援队依然打着手电
在村里穿梭搜救，挨家挨户排查是否有被

困村民。徐俊告诉记者，这场救援持续了
整整 12小时，一共救出了 600多人，在休

整几小时后，第二天救援还将继续。“只要
还有一名老乡没被救出，救援就不会停

止。”截至记者发稿，这场紧急大营救仍在
持续。

特派记者 李一能 陈炅伟 萧君玮
（本报新乡今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