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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应急管
理部 19日发布未来 3
天全国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预警提示，预计
20日至 22日，南方雨
势减弱，主雨带北抬，
淮河流域将有强降雨
过程，干流防洪风险进
一步加大，部分中小河
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未来 3天，山西东
南部、河南中东部、山
东南部、安徽北部、江
苏北部等地暴雨洪涝
灾害风险高，四川东北
部、重庆北部和贵州等
地山洪地质灾害风险

高。长江干支流、洞庭
湖、鄱阳湖及太湖仍将
维持高水位，湖北、湖
南、江西、安徽、江苏等
地内涝风险持续，需进
一步加强防范堤防圩
垸险情。

国家防办 19日向
江苏、安徽、山东、河南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和
淮河流域防总发出通
知，要求强化淮河干
堤、重要支流堤防以及
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
守，向预报影响严重区
域和重点地区前置抢
险力量和物资。

新华社电 记者从
河南省应急管理厅获
悉，鉴于当前防汛形势
非常严峻，经河南省防
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
判，根据《河南省防汛应
急预案》有关规定，河南
省决定于 7月 19日 11
时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
由Ⅳ级提升为Ⅲ级。

近日，河南省周口
市、漯河市、平顶山市
南部、南阳市东部、驻
马店市北部、信阳市大
部分地区降大到暴雨，
局部大暴雨。据气象
部门预报，河南省东南
部仍有一次强降雨过
程，强降雨与前期降雨
区域高度重叠，暴雨区
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
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
涝的风险较高。

据悉，河南省防汛
抗旱指挥部已经派出
3个工作组赶赴受降
雨影响较重的地区指
导防汛工作，同时要求
受降雨影响较重的省
辖市防指及时报送洪
涝灾情、险情。启动Ⅲ
级应急响应后，河南省
防指将组织应急、水
利、气象、自然资源、农
业农村等部门对汛情
进行会商并指导做好
相关工作。河南省气
象局、省水利厅每 3小
时报告雨情监测、天气
预报、洪水预报情况；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省
应急管理厅和省防指
其他有关成员单位每
日定时报告地质灾害
监测预警预报、洪涝
灾害损失等情况。

本报讯（郑报全媒
体记者 汪永森 见习
记者 刘地 实习生 逄
佳曼） 7月 18日至 19
日，信阳多地因强降雨
引发城乡内涝，大量群
众被困。河南省消防
救援总队第一时间紧
急调派810名救援人员
投入当地抢险救援中。

7月19日，记者从
省消防救援总队了解
到，截至 19日8时，救
援力量共执行抗洪抢
险救援任务79起，营救
疏散被困人员675人。

19 日 6 时 40 分，
新乡市消防救援支队
抗洪抢险救援大队赶
赴信阳市固始县泉河
铺乡进行救援。在这
里，水最深处已经淹没
头顶。

一对老年夫妇被
困家中，从晚上到次日
早晨，老两口一直没有
吃饭。老大娘还患有心
脏病和糖尿病，血糖偏
低，身体有点吃不消。
救援人员背着老两口下
楼，乘坐橡皮艇转移到
安全地点。截至9时20
分，共救出群众18人。

据介绍，接报后，
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调派信阳支队和郑
州、新乡、焦作、驻马
店、周口、航空港支队
抗洪抢险突击队和攻
坚组共 810人，各类车
辆 95辆，冲锋舟和橡
皮艇 53艘，水陆两栖
车 3辆，以及 19架无
人机、21部卫星电话
等通信设备紧急投入
救援行动。

鄱阳县五一中心学校，是鄱
阳县最大的群众安置点。

7月 8日夜晚的紧急转移，
使五一中心学校被征用，成了桂
湖村与邓家村村民们的落脚
点。“我们这里安置了 815名受
灾群众，以老人和小孩为主，刚
开始，很多人不习惯，嗓子都喊
哑了。”鄱阳镇党委委员、组织委
员兰穹飞说。

7月18日下午，记者来到五
一中心学校了解到，所有教室都
被征用作为临时宿舍，每间教室
中都设有木床、凉席、风扇、寝具
等。每天三顿饭，都有保障，每
天有志愿者根据群众的需要，做
适合他们的饭菜。

“这些受灾群众中有 30多
个幼儿、120多个少年，为了让
他们过得安心，我们开设了爱心
课堂，每天四节课，给孩子们讲
授知识和文化，帮助心理疏导，
进行兴趣培养和品格塑造，让他
们过得开心。”五一中心学校校
长曹光奇表示。

56岁的桂湖村村民黄小琴
表示，他们一家有七口人在安置
点生活。“当晚太突然，没带什么
东西就转移了。一楼的电视、冰
箱、洗衣机、家具也都被淹了，但
好在老伴、孙子孙女们都没事，
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他说，现

在洪水逐渐退去了一些，让他有
了盼头，“最大的心愿就是早一
天度过汛期，尽快回家”。

实际上，渴望回家的受灾
群众，还有很多。在江家岭
村，一些投亲靠友的村民们近
几天陆续返回了村庄。7月 18
日上午，在紧临洪水的一排民
房外面，村民都在清理家中的
污泥和杂物，时不时地有官兵
和志愿者参与其中，大家撸起
袖子，拿起铁铲，清除路面淤
泥、疏通河道、加固堤坝，没有
人喊累、嫌脏。

“洪水退了些，我和妻子先
回来，打扫了整整两天。”50岁
的村民江和发指着墙壁上被淹
的痕迹说，“1998年洪水被淹
了，这次又高了一截子。”他坦
言，经历了22年前的特大洪水，
并不觉得洪灾有多可怕，有信心
战胜它，“今天上午，决口188米
的中洲圩合龙了，听着附近机器
轰鸣，心里踏实多了”。

他的家由于地势低洼，和附
近的圩堤连在了一起，构成一道
特殊的抗洪“防线”。至今，他的
地下室和邻居们一样，被完全淹
没在洪水中。站在客厅前方走
廊上，一眼望去是辽阔的水面，
他有时会忍不住调侃说：“我们
家成‘湖景房’了！”

应急管理部：
淮河流域干流防洪风险加大

河南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信阳固始持续降雨
河南消防已紧急疏散675人

“洪水太猛了，淹没了稻田，冲到家
门口，漫过了脚脖子。”50岁的修锁匠江
和发看到跑上跑下的妻子怒了，“啥时候
了，赶紧走，保命要紧。”一同离开的还有
他年近八旬的父母。这是时隔22年后，
他再一次狼狈不堪地逃出家门。

在过去的10多天里，鄱阳，江西省
人口第一大县，一场超20年一遇的洪
水，打乱了这座拥有4 条大河、2座大
型水库及1000多个大小湖泊，被誉为
“中国湖城”的所有秩序。短短5天，全
县应急响应由四级提至最高级别。

问桂道圩、中洲圩、桂湖村圩堤等多
处漫决，村庄和耕地被淹，紧急转移安置
155710人……鄱阳，这个因西临中国
最大淡水湖鄱阳湖而闻名的县域，成为
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面临着一场“家
园保卫战”的大考，已经没有了退路。

刚刚返家的江和发所在的江家岭村至
朱家桥村的1.5公里昌江圩堤，是第一道防
线，一旦失守，县城将成一片汪洋。所幸，当
地“死守”圩堤，只有低洼的少数民居被淹。

然而，对于鄱阳镇、古县渡镇、昌洲
乡、谢家滩镇等，却是满目疮痍，一些村
庄成为孤岛。如今，肆虐的洪水缓慢退
去，灾后救援有序推进，避灾的村民们
返回被洪水践踏的家园展开自救，久违
的阳光照在了他们饱经风雨的脸上。
郑报全媒体记者 石闯 翟宝宽
周甬 刘小涛 发自江西

■关注防汛抗洪

进入 7月之后，一场接一场的
雨水，让47岁的邓家村村民邓贵来
很焦虑。“还有两个上学孩子，一直
窝在家里，出不去，憋得心慌。”在他
的记忆里，最多下个两三天雨就停
了，可是今年一连下了四五天，而且
越下越大。

7月 8日夜晚 9点多，全村像往
常一样一片寂静，偶尔会传出几声
狗叫声。“刚洗漱好，躺在床上玩手
机。”邓贵来说，这时村子里突然传
来了一阵刺耳的锣声，这是一种不
好的征兆，让他和妻子顿时陷入了
慌乱，“快看看咋回事儿”。

事后，他才知道，自己和 1347
户村民一样，都经历了惊心动魄的
一晚。邓家村村支书曹常金告诉记
者，接连不断的大雨，让他和村干部
们提心吊胆，按照鄱阳镇的安排部
署，他和村干部轮流在圩堤上巡查，
以防不测。

“洪水无情，这可是人命关天的
事情。”曹常金说，当晚有人发现圩
堤上一些地方出现漫顶后，及时报

告了镇政府。他接到紧急转移群众
的通知后，吓了一身冷汗，马上通知
所辖的 4个自然村联络人，挨家挨
户通知村民们撤离。

邓家村有1348户6883口人，由
于半夜时分，不少村民都睡下了，他
和村干部、村民们一道，从晚上9点
多到 11点挨家挨户敲门。“全村走
了三遍，确保不漏一户，不少一人，
全部撤离到附近的安全地带”。

和鄱阳镇一样，鄱阳县多个乡
镇也经历了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
谢家滩镇党委书记张尚善说，7月7
日下午，紧急防汛部署会后，各村通
过鸣锣、扩音喇叭、微信群、电话、上
门喊话等方式，在 7日晚洪水来临
前已转移村民12000余人。

“7月 8日洪峰当天，全镇仅有
地势较高的福山村没受影响，其余
19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均遭受重大
损失。”张尚善说。截至 7月 18日，
全镇的前杨村、化民村和大田村等
3个行政村下属的部分村小组至今
仍被洪水围困，成为孤岛。

“第二天，我们才知道，原来位
于邓家村和桂湖村之间的问桂道圩
决口了。”和邓家村一样，桂湖村也
是全县受灾最严重的村庄之一。当
天，一村民发现，问桂道圩堤下方出
现了一处穿孔管涌，水流直冲堤内
农田。村干部紧急组织人员用农用
车拉来泥沙，然而，抢险持续大半
天，因洪水汹涌，难以控制。

当天晚上 8点半左右，一场肆
虐的水流冲破了圩堤，以万顷之势
涌进村内。事发时，还发生了惊险
的一幕：41岁的村民邓正火驾驶的
东风农用车运送石料时，问桂道圩
堤的水泥路面突然塌方，他连车带
人一起掉进了决口里，奔涌的洪水
裹挟着货车冲向远处的村庄。最终
他砸窗逃生，抱住了一根木杆才没
被卷走。

“这里都是良田，也就短短几个
小时，就被洪水灌满了，水深四五
米。”48岁的道杈村村民曹光秋是
一名圩堤巡查员，7月17日下午，佩
戴红袖标的他看着眼前的洪水无比

痛惜，“上万亩的良田，就这样被洪
水淹没了，庄稼也毁了。”

其实，问桂道圩只是多处圩堤
决口中的一个缩影。那么，是什么
原因造成如此严重的灾害？鄱阳县
水利局总工程师、防汛办主任王能耕
提供的一组数据给出了答案：7月1
日 0时至 7月 18日 18时，全县遭遇
连续的暴雨洪水过程，平均降雨量
为 336.8 毫 米 ，是 常 年 同 期
（79.1mm）的4倍，尤其7日至8日两
天，雨量集中，都达有记录以来的最
大值，“超20年一遇的洪水”。

王能耕说，受强降雨持续影响、
上游来水及鄱阳湖高水位共同影
响，截至7月15日18时，全县417公
里堤防全超警，全县47条圩堤出现
险情 381处，险情类型主要为泡泉
119处，渗水渗漏 33处，管涌 45处，
漫顶37处。

“从7月4日，鄱阳启动了四级响
应，随着水位的不断上涨，响应级别
在短短的5天里，迅速调整为三级、
二级，直至最高级别。”王能耕说。

“县城保卫战”
鄱阳县是江西省第一人口

大县，总人口 162.8万。而朱家
桥村至江家岭村一线的昌江圩
堤地处县城城郊，离鄱阳县政府
的直线距离不过 3公里。对于
鄱阳县而言，这是第一道防线，
也是生命线，一旦决口，县城将
成为一片汪洋。

昌江圩全线长 5公里，其中
“县城保卫战”重点段位于江家
岭至朱家桥段。

“这段圩堤也就1.5公里，关
系到3个行政村及县城的安危，
必须‘死守’，只要人在，大堤必
须在。”民兵营长许金龙告诉记
者，昌江水位在 9日夜晚逐渐
漫过昌江圩堤，一些村民家就
在堤坝边上，“在这千钧一发
的时刻，我们动员了村里所有人
一边安全撤离，一边紧急固堤。”

许金龙出生于1977年，经历
过多次大洪水，对于1998年的洪水
记忆犹新。“那年我21岁，昌江圩溃
堤了，一层全部被淹了，洪水过后
房子也倒了。”

7月 12日上午 8点，鄱阳站
水位高达 22.75米，超警戒水位
3.25 米，比 1998 年历史极值
22.61米还高 14厘米。当天，洪
水在昌江圩的沙坝外疯狂徘徊。
当地主要领导多次在昌江圩现

场指挥，上饶市委书记马承祖
曾说：“这就是县城保卫战，这就
是塔山阻击战。”

“这么多的沙袋，都是我们
垒起来的，当时都累趴下了。”7
月18日，21岁的退伍军人刘绍军
说，他是专门从赣州赶过来支援
的。时值中午，酷暑难耐，但一
些武警官兵、村干部及志愿者仍
在朱家桥至江家岭段的昌江圩
堤来来回回巡查。

这是一条用沙袋堆积起来
的长长的堤坝，弯弯曲曲，旁
边堆积了防汛物资。另一名瞒
着父母专程从杭州赶过来的退
伍军人孙兴龙说，他和官兵们
一块顶着烈日填装沙袋。“一
个沙袋几十斤，第一天就干了
十几个小时，腰酸背疼，但圩
堤守住了，很值。”目前，圩堤
白天和夜晚均维持三四百人巡
查，毫不懈怠。

“形势严峻，非常可贵。”鄱
阳县水利局工作人员表示，鄱阳
全县有 46条圩堤，其中 15条万
亩以上圩堤，截至13日晚，仅剩
8条未发生漫顶或决堤险情。
作为江西省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之一，鄱阳经历了一场有史以来
的大考。

重建失落的家园

半夜的锣声

超20年一遇

鄱阳县五一中心学校安置点内的爱心课堂

鄱阳镇社区志愿者坚守在安置点，每天都逐
个教室登记被安置村民对饮食的需求

洪水减退，但紧临鄱阳县城的昌江堤水位仍然高出县城很多，24小时有官兵及村民志愿者值守

鄱阳镇朱家桥村民兵加固河堤 在鄱阳县昌江堤值守的武警官兵在河堤旁的江家岭村老乡
屋檐下休息

鄱阳镇道杈村村民曹光道在自己的养鸭场边
查看是否有遗漏的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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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和志愿者在洪水尚未退去的江家岭村查看是否有
老乡需要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