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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

A

3

现场

抢险，奋战在第一线

暴雨突袭，险情连连。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 我市南部
山区集中强降雨致新县、商城县固始县
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顷刻，山洪暴发，洪水如猛兽一般，

朝着良田、塘坝、村庄、汹涌而来。 河水
泛滥，山体滑坡，房屋倒塌，农田被淹，

道路受阻、桥梁冲毁、电杆倾倒……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灾情发生后， 信阳军分区闻风而
动

,

主动请缨
,

奋勇当先
,

把战胜洪灾作
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紧急启动应急预
案，成立了抗洪抢险指挥部，集结民兵
应急分队参加抗洪抢险行动。

军分区司令员程德明、 政委尚邦
君、 参谋长白永分别赶赴固始县、商
城县和新县受灾一线， 指挥抢险救灾
工作。

浊浪滔滔军情急， 洪流滚滚催
征人。

面对山体滑坡导致道路中断的乡
村，面对告急的固始县史河大堤，官兵
们赴汤蹈火，义无反顾。 一辆辆军车昼
夜兼程，一支支民兵突击队紧急集结。

与以往不同， 今年的洪水以内涝、

山洪居多，来得快。速度就是生命。在这
场与洪水赛跑的战斗中，军分区协调驻
信部队和组织民兵预备役人员始终闻
“汛”而动、抢夺先机，第一时间反应、第
一时间出动、第一时间到位，打赢一场
又一场硬仗和恶仗。

7

月
1

日，新县境内国道
230

箭厂
河路段被洪水冲出一个近

60

米的缺
口，严重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军分
区领导协调驻信某工兵团官兵迅即采
取人工、机械、爆破作业相结合的方式
封堵缺口。 经过官兵十几个小时奋战，

险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7

月
2

日，由于史河上游梅山水库
下泄放水及南部山区降雨，固始县南大
桥乡大庄村一段

7

米多宽，

250

多米长
防洪大堤出现溃塌。 险情就是命令，该
县人武部长黄兴迅速带领民兵应急分
队赶到现场，与前来支援的驻信某工兵
团官兵一起，经过

10

多个小时的奋战，

目前固始县史河河堤险情已得到控制。

截至
7

月
3

日，我市共动用
578

名
驻信官兵参加救灾；军分区共出动民兵
1760

名、车辆
26

台，搜救人员
15

人，

转移群众
1574

人， 抢通道路
52

公里，

加固河堤
9

公里， 疏通河道
42.4

公
里，拉运土方

2000

方。

7

月
2

日
16

时左右， 中断了
近乎一天的国道

230

线新县箭厂
河乡路段，在驻信某工兵团官兵十
几个小时昼夜不停的施工中，终于
抢修成功。

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 我市
迎来了第二次强降雨天气。 此次
降雨主要集中在新县、商城县、罗
山县南部。 而受强降雨影响，新县
县城发生严重内涝， 多处河段超
过历史警戒水位。

7

月
1

日
16

时，

新县西南
13

公里处国道
230

箭
厂河乡

(

原县道
610

公里处
)

路段
被洪水冲毁中断。 驻信某工兵团
接到防汛指挥部命令后， 立即启
动抗洪抢险应急预案， 第一时间
前往灾区。 本报记者也第一时间
赶赴新县和商城县的受灾现场，

进行采访。

第一时间前往灾区抢险

“我们是
7

月
1

日
17

时接到
的通知，

17

时
30

分，第一支
78

人
组成的先遣小分队出发，于

20

时
20

分到达。当时情形比较危急，主
干道已经被河水冲刷至

7

米以下。

当即，我们制订了两个抢险方案，

一是采取爆破分洪，对堵塞的桥梁
实施爆破， 使主河道能够畅通无
阻， 减小受损路段的水冲压力；二
是组织推挖装机械降坡，构筑急造
军路， 使群众短时间内能够通
行。 ”驻信某工兵团团长王瑞告诉
记者。

经过彻夜抢修，国道
230

线已
经通车，在箭厂河乡箭厂河村记者
看到，虽然洪水已经退去，但是倒
水河依然水流湍急，道路泥泞。 而
7

月
1

日，山洪暴发时，一些住在
河边的农户家里都进了水，村民李
自清就是家里进水的农户之一。

“我们家有
7

口人，我和老伴，

还有孙子孙女住在一楼的房间里，

昨天上午
10

点多的时候屋子被水
淹了，等到洪水退了之后，我们才
把水一盆盆从家里舀出去。 ”箭厂
河村村民李自清告诉记者，不仅自
己住的屋子进了水，而且自己在家
门前盖的

4

间小房子也被洪水冲
毁，经济损失估计有

1

万元，“昨天
上午水位最高的时候都快到

2

楼
的排水管了。 ”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大雨
造成了该县局部山洪暴发，部分乡
镇街道内涝严重，个别乡镇电力通
信中断

,

基础设施破坏严重
,

形成了
严重的洪涝灾害。 据初步统计，截
至

7

月
2

日
12

时，全县
135

座水
库中，

2

座中型水库经泄洪后已恢
复正常水位，

133

座小型水库中有
68

座超汛限水位。 共冲毁道路
45.3

公里、冲毁线杆
320

根，损毁
水利等基础设施，农作物受灾面积
595

公顷， 受灾人口
35162

人，倒
塌损坏居民住房

194

户
559

间，紧
急转移人口

2980

人，直接经济损
失

8600

万余元。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洪水无情，人有情。 山洪暴发
后，新县县委、县政府立即启动了
应急方案，对防洪救灾工作进行了
周密部署。 市民政局紧急调拨救
灾帐篷

30

顶、救灾棉被
200

床，新

县救灾办又调配救灾棉被
100

床、

救灾帐篷
10

顶， 购买方便面
500

件、矿泉水
500

件，紧急调拨到各
受灾乡镇用于安置受灾群众，并对
伤亡人员家属进行抚慰。

新县光彩实验学校就是救灾
安置点之一。 “这里吃住条件比家
里还好，基本生活用品都是由政府
统一采购，要是没有政府，真是不
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家住新集镇
砖瓦厂附近的李静告诉记者。由于
丈夫外出务工，家中只剩两个

3

岁
的孩子和

77

岁的老父亲， 洪水来
袭，家中所有物品全被淹没，说起
政府的救助，她红了眼眶。

和李静一样在这个救灾安置
点得到妥善安置的还有其他

52

位
受灾群众。“学校已经放假，我们接
到政府通知以后，连夜召回后勤保
障的工作人员，采购了相应的生活
物品。在这里年纪最大的有

93

岁，

最小的年龄只有
3

岁，要保证他们
在这里住得舒心。 ”新县光彩实验
学校政教处主任陈兵告诉记者。

除此之外，各职能部门、民兵
应急队伍和专业防汛队伍也全面
进入“应战”状态。

“灾情发生后， 新县供电公司
派出了

30

余支抢修队伍，

270

余
人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截至

7

月
3

日
20

时， 经过供电抢修人员
的共同努力，新县电网受损设备基
本恢复。 但因部分道路损毁，抢修
车辆及机械设备无法进入，目前仍
有个别配电区暂未送电。 ”市供电
公司的工作人员甘仁伟告诉记者。

日夜坚守抗洪救灾第一线

随后，记者赶赴商城。 “

7

月
1

日上午
10

点左右， 我正在厨房收
拾东西准备转移，突然听见屋后的
大山传来‘轰隆轰隆’的巨响，只见
山洪裹挟着沙石、树木，如同脱缰
的野马咆哮而下，刹那间，围墙冲
倒，房屋后墙被泥石流冲出一个巨
大的窟窿。 ”黄柏山管理处枣树榜
村塘湾组，

46

岁的谢伏才回忆起
灾难发生的一刻仍然心有余悸。

“昨天上午
8

点接县防办预警
通知后，管理处就立即召开了全体
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成立

6

个工
作队奔赴各村进行隐患排查、人员
转移，同时成立

2

个应急小分队加
强机动力量， 确保哪里有险情，抗
洪救灾人员就出现在哪里。 ”枣树
榜村支部书记林友力告诉记者。

“从昨天开始， 我们管理处干
部都全部坚守在抗洪第一线，连续
两天没有休息了。 ”分管防汛工作
的丁大成副书记告诉记者，“吃饭
都得换班， 昨天有的同志夜里

10

点才吃上晚饭。 ”

据初步统计，截至
7

月
2

日
8

时，该县交通省道
S216

近
10

处塌
方，公路严重损毁

67.5

公里，桥梁
损毁

107

座， 房屋倒塌
621

间，农
作物受灾

7046

亩， 绝收
1132

亩，

塘、堰、坝损毁
410

处，河堤损毁
6.5

公里， 受损或烧毁配变
10

台，

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4090

人左右。

“根据气象预报， 未来两天商
城县、 新县还将面临新一轮强降
雨，但是我们相信，众志成城下一
定能打赢这场抗洪抢险的硬仗。 ”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表示。

首席记者韩蕾

鏖战洪水军旗红

作业现场

整修道路 巡查河堤

———信阳军分区协调驻信部队官兵和组
织民兵抗洪抢险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