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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上午10时，窗外的雨小了许

多，但回想起前晚的经历，小佩仍觉惊
心动魄。

站在洪水即将淹没脖颈的地铁车
厢里，有人呼吸困难甚至晕倒，有人在

交代银行卡密码或交代后事。
消防员破窗救援那一刻，有人主动

站出来帮忙疏散人群，高喊着“老人妇

女先走”，更有被困乘客获救后原地举
手参与救援。

郑州，一小时下了一年的雨；郑州
人，几小时经历了生死一瞬。

一条求救信息
小佩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因

为一条求救的朋友圈。

这条朋友圈发布于7月20日晚上7

时32分，当时小佩被困在5号线隧道（海
滩寺—沙口路站），车厢外的水位已经

高过脖颈。她拿出仅存一点电量的手
机，录制了一段小视频，用绝望而颤抖

的声音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后一
条微信”。

小佩的求救信息迅速通过媒体同
行扩散转发，被困隧道4小时后，晚上9

时30分小佩获救。她步行到家手机充
上电时，已是次日凌晨1时17分，在朋

友圈，小佩这样感慨：感谢每一个牵挂
我的朋友，以及5号车厢所有的乘客。

昨天上午10时，记者联系上小佩

时，她的声音嘶哑，很是疲惫。经历了地
铁5号线的险情，她说自己从来没有想

过生与死的距离如此之近。
小佩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一名主持

人，7月20日下午5时，郑州下起了暴雨，
她像往常一样外出采访，当时她看到有

雨水倒灌进入地铁入口的楼梯，但并没
有觉得有什么异常。下午5时40分，小佩

进入5号线乘坐地铁，这趟列车是从海
滩寺站开往沙口路站的。

首次疏散失败
小佩回忆，发车后大约5分钟，列车

就停了，广播播报的理由是临时停车。出

于职业的敏感性，小佩拿出手机拍下了
车厢外的水位。“隧道下面

有水，车门下有水，但没有
淹到车厢，大家觉得问题不

大。”到了下午6时，列车重

新开始运行。
意外的是，这一次车

往反方向没开两分钟又停
了。很快，5号线驾驶员从

驾驶室走进车厢，他扯着
嗓门喊：“现在是紧急疏

散，所有人跟我走。”车厢
里，大家有序往第一节车

厢行走。
“当时觉得危险性不

大，因为脚一抬起来，就可
以抬到旁边救援的步道

上，虽说步道很窄，有六七

十厘米，但有把手。”小佩告诉记者，当

时他们在地铁车厢编码195的位置下了
车，准备走出站台的时候，突然，水就像

山洪一样咆哮而来。情况危急，大家不
得不返回车厢。第一次疏散失败。

气氛开始紧张
当时车厢里有很多男士主动站出

来，把乘客一个一个拉回到就近的车

厢。由于疏散时车厢门打开，水位迅速
倒灌到小腿位置。紧接着，洪水又从门

缝迅速灌满了车厢，覆盖腿部、腰部再
到胸部位置，只用了短短几分钟。

“洪水就像山区里急流而下的河道

一样，挡都挡不住。”小佩说，当时车厢
里气氛开始紧张，有人拉着把手，拉长

脖子到水面上透气。第一车厢几个男子
合力拿灭火器破开车窗上层，让氧气进

入。由于这里是车头，地势比较高，疏散
人群大多集中在第一车厢，人贴着人，

非常拥挤。“每一个人都很危急，但我们
只有等待，保存体力，互相鼓励。”

老人孩子先走
信息发布到朋友圈后，小佩的手机

很快没电了，包也全部泡在了水里。随

后她用其他乘客的手机，拨打了单位的
座机，同事获知小佩的情况马上通知了

郑州消防部门。昨晚，小佩的很多河南
媒体同行也几乎一夜未眠，不是在现场

采访就是在待命。

十多分钟后，消防员到了，车厢里
有一个男士的声音说：“前面有光了，他

们来救我们了。”庆幸的是，这时水位已
经下降了大约20厘米。

救援人员到达后，先打开司机车厢
的门疏散乘客。由于被困人员众多，救

援出口又太窄，乘客们主动提出让老
人、孩子、妇女优先。“老人孩子先走”的

声音从车厢头传到车厢尾。
“当时车厢里所有人让开通道，没

有慌乱，都很配合，我觉得这些男人都
是英雄。”

看到生命之光
走到隧道里很黑的地方，唯一的光

亮来自于消防员头顶的灯光（见上图 网
友供图），前进中水流十分湍急，小佩和
其他乘客一共行进了十分钟左右，终于

在晚上9时30分，到达站台。当时站台上
已经有公安、地铁工作人员在等候救援。

被困乘客中，有一名郑州人民医院

的医生，到达站台后，他迅速给一名晕
倒女孩做了初步抢救，地铁工作人员给

她裹上军大衣，女孩慢慢恢复意识。
获救后，状态相对较好的小佩举手

留下了当志愿者，干些力所能及的事。
而在现场，还有更多获救乘客自发参与

救援。小佩说，在惊心动魄的最后一刻，
她们等来了救援人员，就像黑暗隧道里

一束生命之光，为大家照亮回家的路。
新民周刊记者 吴雪

通讯中断
在收费站，记者偶遇来自浙江泗州的曙光救援

队，于是加入车队，跟着他们前往昨天灾情最为严重

的巩义市。
从郑州到巩义的快速道路已基本清理完毕，一路

上不时看见被淹车辆和被水冲倒的电线杆、路灯、树
木以及电信设施。虽然道路两侧的山体已加固防止落

石，但前天的倾盆大雨还是冲刷下无数泥石，将部分

道路堵塞。昨天下午，仍有大批工程车辆在进行路面
清理作业。

进入巩义，市政府工作人员告诉救援队，赶快去
山区的三个小镇看看，那边受灾严重，通讯全部中断，

个别村子交通断绝，急需救援。
救援队立即赶往位于山区的米河、新中、小关三

镇，那里的景象令人震惊。树木电杆倒伏，道路大量垮
塌，基础设施几乎全毁，一路上的村镇如同洗过一场

泥浆浴。最大的问题是这里停水停电停气，通讯中断
没有网络，智能手机几乎毫无用处，仿佛一日退回几

十年。万幸的是，这里的建筑异常坚挺，在山洪泥石流
暴雨“狂轰滥炸”下岿然不动，一路上只看到一处门楣

和一个简易厂房受到损害。

一坑封村
在进入米河镇的路口附近，一辆巨大的挂车被

山洪冲到路基下。有路人告诉记者，山洪暴发时，巨

大的卡车根本抵挡不了，进村道路都被冲毁，好几
个村庄几乎完全失联，附近的赵岭村听说已经快断

粮了。在他们的建议下，救援队调整目标，向山上的

赵岭村出发。

进赵岭村有两条路，一条大路被冲毁了一半，车
队冒险驶过时发现前方道路被泥石流完全堵塞，只能

在村民的引导下从小路绕行进村。这条目前可以进村
的唯一道路，乍一看是泥路，其实是一条硬化路，可现

在已被泥浆完全覆盖。

车队颠簸前行，一路上看到不少村民蹚着泥浆下
山，一问才知他们就是赵岭村的，要进村必须穿过一

个水深过大腿的深坑，老年人几乎无法出来，年轻人
因生活物资告罄，涉水出村寻找食物。

冒着车辆熄火的危险，车队冲过泥路和水坑，进
入村子。这个村子是一个农民集中上楼居住的新建小

区，在一幢居民楼门口，有两位村民正在烧柴做饭。他
们告诉记者，小区断电断气，自来水暂时还有，但食物

非常缺乏。因交通断绝，现在政府的救灾物资只运进
来一些方便面，他们只能有啥吃啥，为充饥把奶粉都

吃完了。
抵达灾区前，救援队以为此次救援基本是救助被

积水围困的村民，可拖着船只上了山，发现没有用武
之地，只能在收集完信息后离开村子。路上老乡带路

的车辆在水坑抛锚，一辆指挥车又被泥坑困住。

山洪来了
在一台挖掘机的帮助下，陷入泥坑的救援队车辆

终于脱困。这时，天空突降暴雨。志愿者改变计划马

上撤离。“山洪要来了，快跑！”仅仅几分钟，记者就看
到山间出现无数黄色瀑布，几辆车如在激流中行进。

山洪裹挟着泥石冲刷而下，原本就脆弱不堪的山体就
在眼前垮塌。车队下山后，路面积水飞速上涨，几分

钟就将车轮淹没，行车如同行舟，一旦熄火后果不堪

设想。一路狂奔，车队终于躲过山洪来到新中镇政
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连续三天在这里值

守，因为停电所以点着蜡烛（见右下图），年轻的妈妈
们只能带着孩子一起上班。此时，院子里架起一口

锅，他们为救援队准备了晚餐，白煮豆腐配咸菜。在
当下，这样简单的热食分外可口美味。

据工作人员不完全统计，新中镇受灾人口 12000

人，目前已转移群众 1200人。因通讯中断，他们只能
翻山越岭去通知山上的居民避险，有一位残疾老人开

始不肯撤离，好说歹说将他背下山带到安置点，结果
当晚这家的房屋就被洪水淹了。

由于山上住的很多都是老人，子女多半在外地工
作，通讯中断联系不到父母，心急如焚之下通过各种

办法联系镇政府，希望帮忙寻人。于是镇里这几天最
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确定老人们是否安全，并及时

通知家属。镇干部孙晓梦告诉记者，为了确定一户人
家老人的去向和安全，他们要跑半天。平时习惯有智

能设备，现在却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但只要能让村
民家人放心，再苦再累也要想办法。

安置避险
新中镇下山避险的村民，或投亲靠友或到安置点

暂居。昨晚，记者来到位于茶店村的茶店小学安置点，

这里有 110多名村民前来暂居。
这里的教室、办公室被改造成宿舍，能提供最基

本的食宿。今年 63岁的王兰花带着 4个孩子离家避
险，在关键时刻保住了一家人的性命。她告诉记者，自

己家住山上，泥石流来时全家都在 2楼。只听一声巨

响，底楼瞬间淹没，泥浆淹到了他们胸口。情急之下，

这位神勇的奶奶带着孩子们一路下山，跌跌撞撞来到
镇里，所有的财产只剩身上的衣物。家被毁了，但人还

在，王兰花觉得一切都能从头再来。
校长赵恒斐告诉记者，学校安置点已经饱和，但

还有村民陆续赶来，生活物资非常紧缺，饮用水和食
物都已捉襟见肘。现在山区日夜温差大，毛毯奇缺，只

能优先给老人孩子。“希望社会各界能伸出援手，帮我

们渡过难关。”他说。
深夜，记者准备离开时，发现新中镇街头亮起点

点灯火，部分供电线路已抢修完毕，通讯环境也有所
改善。虽然完全恢复还需时间，但复苏已经开始。

特派记者 李一能 陈炅玮 萧君玮
(本报郑州今日电)

爸妈还好吗?我们 一个个去帮你问

守望相助 大雨后郑州 生活逐渐恢复

河南特大暴雨
关注

现场

关注

    在经过连续多日强降雨后，从昨天开始郑州的雨势明显减弱。今天上

午，记者在雨停后的郑州市区看到，街头人来车往，积水正在退去。最大的

感受是，这座城市已开始逐渐恢复正常，而刚刚遭遇大灾的市民守望相助，
共同度过眼下这一艰难时刻。

在郑州市二环支路上，周边的居民区仍处于停电状态，只有几个沿街
商铺尚有电力。记者在商铺门口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家店都从店铺

里拉出拖线板，上面连接了十个样式不同的充电器，旁边则围了一圈人。充
电者告诉记者，从前天开始，家里断电，而这一排店因为地势高没有断电。

从那天起，老板们就拿出拖线板，成为“免费充电站”，供邻里的手机充电
“续命”。老板告诉记者，除了充电，店里的无线网络也可以免费使用。

除了用电，用水也是一大难题。在桐柏路上有一家浴场，因为使用地下
水，是周边唯一有水源的地方。老板肖先生告诉记者，周边的小区基本都断

水断电，许多居民已经两三天没有洗澡了，于是都来到这家浴室询问是否
可以洗澡。因为电路进水，他怕漏电所以一直不敢开放洗浴，但居民的需求

太强烈，所以紧急找人修好了电路，目前早晚各开放一次，方便居民们前来

洗浴。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拖家带口前来排队洗澡。“几天没洗澡人都快臭
了，幸好有这家浴场。”

家里停水停电，有的居住在高楼层的居民有家难回，只能在外找地方

住。附近的酒店早已住满，房间非常紧张，这家浴场也是如此，所有的房间
都已住满，大多是附近的居民和因暴雨滞留郑州的旅客。“有些客人实在是

困难，我们就给他们打折，一百多的房间只需要付几十块钱，帮他们减轻一
些负担。”肖先生告诉记者，在灾情最严重的时候，浴室大堂也住满了人，都

是分文不收，经过这次灾难，人与人的距离却似乎拉近了，陌生人之间的照

顾与关照已经成为常态。
在浴场附近的朱屯菜市场，一大早满是前来买菜的市民，每一家食品

店门口都有人在排队，生意非常火爆。一位买菜的市民告诉记者，前几天因
为天气不好被困在家里，冰箱都快空了，今早一看不下雨，就急着来菜场采

购。记者在菜场发现，水果、肉类基本都没有涨价，只有蔬菜价格明显上涨。
一家蔬菜店的老板尚先生告诉记者，因为本地菜被淹，只能进外地菜，而且

货源非常紧张，预计半个月后随着本地菜重新上市菜价就能恢复正常。

虽然蔬菜进价上涨，但尚先生尽量不加价，或者只是微涨，他说开店受
到街坊领居照顾多年，如今也是回报他们的时候了，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

对于附近的居民们而言，在此时此刻能买到平价菜，是一种莫大的安慰。而
不仅是尚先生，菜市场的许多商家不约而同地自发守住物价，一家肉铺的

老板娘告诉记者：“做生意要讲良心，坐地起价别说监管部门要罚，自己这
关首先就过不去。”

特派记者 李一能 萧君玮 陈炅玮
（本报郑州今日电）

河南连日暴雨成灾，当大家的目光集中在水淹郑州时，临近
的巩义市也悄然成为重灾区之一。巩义市，河南省直属县级市，和
地势相对平坦的郑州不同，它是一座丘陵地貌的山城，史无前例
的暴雨也导致该地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次生地质灾害。山体滑坡、
泥石流已造成四人死亡，两镇被淹。在昨天中午抵达灾区后，晚报
特派记者跟随民间救援队首先来到巩义，进入三座受灾严重的小
镇，亲历了山洪突然暴发，也探访灾民临时安置点。

———河南暴雨重灾区 巩义山区小镇见闻

    ———记者连线郑州地铁
5号线险情亲历者小佩

街头免费充电 市民排队洗澡

■ 今天上午，郑州市区黄河路京广路口，路面

仍有积水
本版摄影 特派记者 萧君玮 陈炅玮 李一能

■ 7月 21日，赵岭村村民涉水外出采购生活必需品

不知道这是不是
我最后一条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