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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过后，綦江河两岸的人们抓住雨停的间隙，继续清除之前

大洪水留下来的淤泥杂物。

6 月 22 日遭遇史上最大洪水，7 月 1 日又是一次较大洪水

过境；根据预测，接下来的时间，这里仍有可能要面临大洪水，

人们将如何应对？

在空前的防汛压力之下，社区工作人员紧张行动，但并不

慌乱。“前期的气象水文预测分析提示今年会有超过常年的大

洪水，所以我们在 5 月就制定了应急预案并做了演练。”遇仙

桥社区综治专干王泽宇说，预案中详细规定了当预测水位达到

怎样数值时，社区就要转移相应的哪些区域的人员；工作人员

的具体分工、疏散的程序、物资的准备等，都有细致安排，因

此大家心里有底。

遇仙桥社区有一名今年 66 岁的独居老人倪老伯，身体残疾

只能坐轮椅行动，住在下北街菜市场内比较靠近江边的危险地

段。“我们安排了专人一对一照顾他，接到警报后第一时间就

把他转移到安全区域。”王泽宇说。老人在安置区域住了几天，

其间的生活起居都由社区工作人员照顾，直到后者帮助把老人

的住处清淤打扫消杀完成。社区里另一名 70 多岁的独居老人也

得到了同样的妥善照顾。

临江的一家幼儿园也是社区的重点关注对象。王泽宇说，

担心幼儿园本身的人手不够，社区派出工作人员到那里加速孩

子们的转移。所有孩子都转移到安置场所后，他们再通知家长

来把孩子接回去。

有些居民住在离江边稍远地段的五楼，在社区发出警报时，

他们觉得洪水不会威胁到他们，没有离开。然而当这波引发了

綦江史上第一个红色警报的洪水真正来袭时，他们看到江水很

快涌到了二楼的位置，也开始慌了，发出求救希望离开。在蓝

天救援队等力量的支持下，社区出动了冲锋舟等工具，把这些

居民也安全救出。

在 6 月 22 日的洪水中，遇仙桥社区共安全转移 300 多户居

民和商户、人数超过 2000，无任何人员伤亡。随后 7 月 1 日洪

水再度侵袭，社区同样做到了人员的安全转移。

为避免“大灾之后出大疫”，洪水过后的第一步就是进行彻

底的消杀。“洪水刚退之后是第一轮，清淤之后是第二轮，居民

自行清理之后是第三轮。在允许商户或者居民回到曾被洪水淹没

的房屋恢复经营或者生活之前，我们的工作人员至少要上门开展

三次消杀。”7月 3日凌晨3点左右，一名商户走进他在下北街

菜市场里的肉类店铺准备营业。在这里值守的王泽宇上前确认，

发现这家店铺在清理完成后还没有进行最后的一道消杀。他当即

劝阻了这名商户，让后者一定要等待消杀人员赶来完成消毒。他

说：如果居民在社区提供的消杀后还有自行清洗消毒的需求，社

区也为他们准备了消毒药剂，居民们可以免费领取。

洪水带来了大量的淤泥和杂物，不仅填满了许多房屋也堵

塞了道路，有些地段的淤泥厚度达到数米。社区出动了挖掘机

先行，人力跟上，24 小时不间断地清淤。王泽宇也在清淤的现

场连守了两个通宵。主要的淤泥杂物清除后，社区又为商户和

居民室内的细致清洗提供了消防水带和水枪，方便他们接上消

防栓使用。

“这些工作都要做得非常细致，需要大量人力的投入。”

社区的专职工作人员只有 18 人，但参加遇仙桥社区抗洪工作的

人员最多时超过了700人。来自綦江区级政府单位、古南街道、

武警部队、企业部门等地的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团队，全力援

助了抗洪工作。

“这两次大洪水过后，我们心里对什么是‘超1998年规模’

的洪水有底了。”王泽宇说。社区对之前的预案又做了完善，

确保辖区内的每一个居民都有社区指定的工作人员来保证洪水

来临时的转移工作，每个工作人员对自己负责的区域了解清楚。

在经历过的转移群众工作中，王泽宇和同事发现对群众告

知“达到 224 米水位”“超过 1998 年水位”，有时并不能让他

们对洪水的规模和严重性产生直观的印象；有些人不愿转移还

需要工作人员反复劝说，延误了转移时机。因此，他们对水文

部门提出了建议，希望能把原先只设置在靠近江岸区域的水位

标线也在地势较高处设置一些。这样，以后通知群众转移时，

他们只需要看看预报的水位在什么位置，就能清楚地知道自己

受到的威胁有多大。

两次洪水虽然已过，但汛期没有结束，暴雨还在持续；社

区对应急方案的完善、对物资的检查，这些工作一直在反复进行。

现在，社区所有工作人员时刻处于备战状态。“就算再有更大

的洪水来，我们也有信心把它防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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