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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损毁路段部分恢复通行，小型救灾车
辆可以通过。

载着蔬菜、大米、粮油等紧急救援物资的车
辆，进入常门村小学和其他两个安置点。

中午，栾川县城通往常门村的道路，警戒线
逐步放开，允许在外等候的人们步行前往安置点
探亲。

一中年男子是栾川县城一学校的老师，他
的妻儿父母被困老家，他冲进了安置点，看到了
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安然无恙，几个人哭着抱在
了一起。

安置点上，人们都在寻找着自己的亲朋好
友，有的平静地叙述着灾难发生的那一刻，彼此
宽慰着对方“活着就好”，有的则像那个老师一
样，和亲人相拥，抱头痛哭。

随后，受灾群众中的部分人开始转移——投
亲靠友，沿着河道边淤泥的平地，背着孩子，牵着
老人，携老扶幼，向栾川县城走去。

手机等通信设施依然处于中断状态，当地政
府也正在组织抢修。

当天下午，第一批 200 条棉被送到了安置
点，一个村民小组 32 条被子，虽然几十口人，盖
起来并不方便，但总算有了铺盖的东西。

下午，露天厨房飘出了炒菜的香味，安置点，
第一次炒菜做饭。

第一天

7月24日

栾川受灾最严重村庄常门村日记

村民临时组建“家庭”
过上互助生活

石庙镇常门村干江沟自然村，此次栾川
暴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沟口原是石庙镇有
名的集镇，粮油店、物资超市……除了加油
站，一应俱全，辐射着镇里一半以上的村庄。

村子呈南北自然走向，散落在干江沟里，
沟口向南2公里多的地方，是一座“尾矿库”，
24日中午1时许，尾矿库发生溃坝，干江沟五
个村民小组的部分房屋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夷
为一片平地。

晚报特派记者 王战龙 袁帅/文
晚报记者 白韬/图

两个浪头过去，一座三层的楼房瞬间倒塌，跌入激流，消失得无影
踪。

24日那天，栾川大雨滂沱，一村民说简直就是“瓢泼大雨”，另一村
民反驳说，不是瓢泼，简直是盆泼。“把脸盆伸出去，收回来，就是一盆
水”。

中午 1时许，潘金娥还在清理着积水，院子里的水还只是“脚脖子
深”。没有多久，就听见有人喊，“溃坝了，赶快往山上跑”。

两三分钟，院子里的水已经齐腰深了，周边一片混乱，背着老人的，
抱着孩子的，大家跌跌撞撞地爬上旁边的山坡。

“浪有几米高，就像吹口哨的声音，刺耳。”两个浪头过去，一座三层
楼房就没了。

潘金娥跌坐在半山坡上，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苦半辈子建的六间房
屋的“物资超市”，就这样消失在水中。而另一村民常玉敏家停在路边
的大货车，随着浪头找不到一点踪迹。

仅仅20多分钟，干江沟内尤其是沟口的房屋，在急促的水浪中，成
为一片平地。

山坡上，哭喊声一片。
路没有了，家没有了……
干江沟损毁最为严重的是二组、五组和位于沟口的六组，几乎所有

房屋全部倒塌，被夷为平地。其余小组，房屋虽没有完全倒塌，大都成
了危房。

这天，有的村民一直趴在半山坡，看着家园的消失。
当天晚上9点多，水流减缓。村民开始返回村子，房屋完全被冲毁

的村民聚集在危房中，几乎一夜未眠，坐到了天亮。

25日上午 8点左右，干江沟 500多名村民被转移到了常门村小学
和两个企业厂房。

很多村民，除了一身穿在身上的短袖短裤外，一无所有。
暴雨袭击下，常门村和栾川县城连接的唯一公路多处发生坍塌和

泥石流，交通、通信、电力全部中断。村庄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成了
“孤岛”。

村庄成立的救援指挥中心，发动年轻力壮的群众和周边工矿企业
的员工，组成突击队，徒步三四公里，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将常门村的
状况第一时间向外界发布。

暴雨袭击中，村里的卫生室也被冲毁了，村医在安置点设立了一个
临时的“医疗点”，并从乡镇卫生院紧急调来了一批治疗感冒、拉肚子、
高血压等常规药物。

中午时分，经过突击队员的肩挑背扛，第一批救援物资抵达安置
点，每人两包方便面，一瓶矿泉水。

这是很多受灾群众将近20个小时后的第一顿饭。
随后，常门村小学附近遭灾较轻的群众，从家中拿来了大铁锅、煤

火、大米，在学校门口支起了安置点第一个露天“厨房”。
一些群众自告奋勇为大家烧火做饭，当天下午，受灾群众吃上了第

一顿热腾腾的饭——泡面和稀饭。
由于救援物资无法进入，安置点并没有被褥等物品，睡觉只能躺在

冰冷的水泥地上。
一些受灾较轻的村民主动将老人和孩子接到家里，一些村民也将

自家多余的被褥捐出来。
而年轻人，有的坐在地上，靠着墙，有些趴在凳子上，有的躺在冰凉

的地上，度过了他们灾后第二个夜晚。
很多村民说，自己并没有熟睡，眼前总浮现着七八米高的浪头，急

速的口哨声，瞬间被急浪冲毁的房屋。
当天，当地政府也紧急调用铲车，加班加点清理被泥石流掩埋的路

段。以便快速地将外面的救援物资运抵安置点。

第二天

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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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

两个浪头过去，一座三层
楼房就没了

肩挑背扛，第一批救援
物资抵达安置点

受灾村民将按照小组
划分，进行互助式生活

警戒解除，村民
与赶回的亲人互相
宽慰着：活着就好

27日上午，损毁的道路已经完全打通。电力和通信还未
恢复。

安置点附近，房屋尚在的村民，开始清理屋子和院落的淤
泥，晾晒自己的被褥。

一批蜂窝煤炉和煤球已经运入安置点，当地政府初步决
定，受灾村民将按照小组划分，进行互助式生活。

一个村民小组，两个蜂窝煤炉，一个洗菜盆，一批碗筷。
并发放部分救灾款购置村民所需的生活用品。

虽然依然是大锅饭，但是比起最初的大锅，这个锅小了许
多，更像一个家。

救灾帐篷也正在往安置点运送，一镇干部告诉记者，他们
正考虑在合适的地点搭建帐篷，以家庭为单位分开居住。

目前最为头疼的是选址，因为现在是雨季，搭建的救灾帐
篷必须避免下雨时对受灾群众造成二次伤害。

他说，此次暴雨袭击，造成石庙镇多处基础设施遭到严
重破坏，数百户群众无家可归。当地政府正在研究灾后重建
如何进行。

帐篷要住多久？村民盼望，能够尽早重建自己的新家园。

生活实录生活实录之之

栾川县石庙镇常门小学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两岁的小雨在临时用课桌拼凑的小床上熟睡着。栾川县石庙镇常门小学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两岁的小雨在临时用课桌拼凑的小床上熟睡着。

房屋被洪水冲毁的李玉芬把大水冲积到岸边的柴火收集到
一起，作为生火做饭的燃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