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0 日上午，贵州省黎平县城，十
里长街，挽幛如云。

来自四面八方的群众，从殡仪馆到县
城西门出口的十里街道两旁排起长队，拉
着“英雄一路走好”“侗乡的好支书”等横
幅，含泪送别心中的英雄——该县九潮镇
九潮村原党支部书记刘善平。

刘善平是在救援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时牺牲的，生命定格在 46岁。

6 月 10 日，一场特大暴雨袭击了九
潮镇。地处低洼地带的九潮村成为重灾
区，村寨被淹、房屋垮塌，村民遭受了巨大
损失。

刘善平顾不上抢救自家的东西，不停
地给各村组干部打电话，询问情况，指挥
村民撤离。

凌晨 3 时许，刘善平接到村民吴丁志
的求救电话。原来，暴涨的河水越过河
堤，将吴丁志家的房屋围成“孤岛”，一家
人危在旦夕。

刘善平挂掉电话，顾不上泡在水中的
家和等待转移的家人，冒着瓢泼大雨赶去
救人。

一路上，刘善平一面大声喊话，让沿
路村民赶紧撤离，一面带领 10 多位闻声
赶来的村民赶往吴丁志家。

滂沱大雨形成的水雾使周围能见度
极低，刘善平一行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离
吴家最近的田坎上。一家老小的呼喊声
穿过雨幕，在河畔回响。

村民找来绳子，多次试图将绳子扔给
对面的吴丁志，都没有成功。

看着不断上涨的河水，刘善平心急如
焚。他抢过绳索系在自己的腰间，跳进洪
水准备趟过去。不少村民也争着要下去，
都被刘善平一把拉住，大声地叫道：“哪个
都不准去！我是支书，让我来！”

话音未落，刘善平趟着没过膝盖的水
流艰难地走向吴丁志家，田坎上的 10 多
位村民牵着绳子的另一头。

几经摸索，刘善平终于接到了吴丁志
及其女儿吴振燕。刘善平背着吴振燕，牵
着吴丁志，凭借手电筒的微弱亮光，小心
翼翼地往回走。

这时，雨越下越大，河水猛然由膝盖
处上涨到腰间。惊慌的吴振燕紧紧搂住

刘善平的脖子，刘善平一手托着吴振燕，
一手紧勒绳索，而身后的吴丁志则紧紧抓
住刘善平的臂膀，三个人抱成一团，一步
一个趔趄地挪动脚步。一步，两步，三步
⋯⋯每挪一步，仿佛都要用尽全身力气。

“不好。”就在刘善平三人奋力往回走
的时候，上游 20 米处的一座木房倒塌，木
架子顺着湍急的洪水，劈头盖脸地砸过来。

瞬间，刘善平怀里的吴振燕脱手而
出，被洪水卷走。紧接着，吴丁志一松手，
扑腾没两下，也被大水冲走了。

刘善平本能地想抓住吴振燕，但还没
等他反应过来，又一个巨浪连同倒塌的房
架汹涌而至，刘善平瞬间消失在洪水中。

见此情形，在岸上等待的村民赶紧
把绳索使劲往回拉，却怎么也拉不动。

“透过手电筒的光亮，我看到泥水不停地
打在刘书记脸上。雨声水声太大，我们
怎么喊他都听不见，只能眼睁睁看着他
在洪水中挣扎，转眼间就沉了下去。”村
民陈昌胜说。

在岸上等待的村民急得大哭，大家死
死抓住绳子不肯松手，可洪水越来越大，

很快就要漫到岸边。岸上的村民只能将
绳索系在一棵杉树上，希望能够保住刘善
平的遗体。但没过多久，绳索被冲断了，
刘善平失踪了。

洪水退去后，当地党委政府和村民展
开搜寻。直到 18 日晚，搜救队伍才在距
离事发地约 20米处，找到刘善平的遗体。

“遗体被石头严严实实地压着，救人
时的绳索还捆在腰间，手臂弯曲，保留着
救人瞬间的姿势。”黎平县公安局特巡警
大队大队长贺斌是最早找到刘善平遗体
的人之一，对当时的情景，他十分清楚。

刘善平牺牲的消息很快传遍苗乡侗
寨。九潮村民潘义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为了别人的生命牺牲了自己，刘书记
的牺牲比泰山还重。”

“刘善平同志在群众生命受到威胁的
生死关头，奋不顾身，舍生忘死，把生的希
望让给他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用生
命谱写了一曲共产党员的生命赞歌。”中
共黎平县委书记王茂才表示。

6 月底，贵州省委、黔东南州委先后
追授刘善平为“优秀共产党员”。

这几天，在安徽桐城，人们在抗洪救灾的同时，一
直都在传颂英雄章季兵的故事。

章季兵是桐城市范岗镇棋盘岭村村民，今年 39
岁。为救一名落水少年，他奋不顾身地跳进湍急的洪
水中。少年得救了，章季兵却因体力不支，被洪水卷
走，淹没在洪流中。

7月 1日，安徽省桐城市遭遇特大暴雨。全市各大
河流猛涨，汛情严重，险情频发。当晚 20 时许，章季兵
骑着摩托车去接妻子华仲平下班，当骑行至棋盘岭村
吴屋组的水泥道路时，从道路的水泥桥下游传来呼救
声。章季兵立即停下摩托车，发现有个少年在洪水中
挣扎。他来不及关上车灯，顾不上脱下雨衣、雨靴，
就毫不犹豫地跳进湍急的洪水中。当时水势凶猛，他
奋力游向落水人身旁，将其拖到一棵即将被淹没的大
树上，落水人抓住树枝得救了，章季兵却因体力不支
被急流冲走了。

据当地承包大户张先武介绍，章季兵农忙时在家
开收割机，农闲时去外地打工，特别热情实在。张先
武家的稻子、麦子每年都是请章季兵收割的，这次章
季兵回来就是帮他收割麦子，打算收完麦子就去北京
打工。

被救的少年叫黄文，家住范岗镇铁铺村。由于当
晚水情告急，一家人准备连夜撤离到棋盘岭村外婆家
避险。黄文骑着电瓶车先行，当行驶到棋盘岭村吴屋
村民组时，正值上游牯牛背水库泄洪，洪峰经过此
处，黄文被洪水连人带车冲到了桥下。黄文后来回忆
说：“我被洪水冲到桥下后，就开始往下沉，一个叔
叔跳下水抓住了我，把我往边上推，后来我碰到一个
树枝，就顺着树枝爬到树上。”

由于受到过度惊吓，加上当时天黑，黄文并不知
道章季兵是否上岸。直到晚上 9 点多，章季兵的妻子
华仲平见丈夫迟迟没来接自己下班，便沿途寻找，发
现了丈夫丢在路边的摩托车和相关证件。她猜测丈夫
可能救人后落水，自己没有爬上岸，就和家人报了
警。当晚，桐城市范岗镇村干部及当地公安、武警立
即出动，展开搜救。

7 月 4 日下午，章季兵的遗体在距离事发地下游
500米处被找到。

章季兵英勇救人的事迹传开后，人们纷纷向英雄致
敬，桐城市政府授予他“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 我 是 支 书 ，让 我 来 ”
——追记贵州黎平县九潮村原党支部书记刘善平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危难时，他托起落水少年
——追记安徽桐城市见义勇为英雄章季兵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吴文舟

7月 9 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袭击
了河南省新乡市，6 小时降雨量达 345.3
毫米，32 万余人受灾⋯⋯暴雨考验着这
座城市的勇气。

时间短、强度大、区域集中，这场
降雨没有给新乡足够的反应时间。132毫
米、307毫米、315毫米，雨量短时间内
直线攀升。6小时内，新乡市多个地区最
大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城区严重内
涝，交通瘫痪，部分地区电力、通信中
断，截至7月9日18时，新乡市受灾人口
32.88万人，多处河道出现险情，受灾农
作物2.2万公顷。

面对突降的灾难，新乡，这座深处
中原腹地的小城，以临危不惧的魄力全

力“反击”。
全城联动，抢险救灾工作争分夺

秒，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最短的时间内，新乡市组建专业

抢 险 队 伍 1200 余 人 ， 群 防 队 伍 16 万
人，袋类 43 万条、铅丝 46 吨，以防范
上游来水，确保安全度汛；电力部门出
动抢修人员 1220 人次，车辆 232 车次，
保障主要地区供电安全；卫计委启动救
灾防病预案，投入大量人力和消毒杀菌
物资，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暴雨肆虐，冲在最前线的是我们可
爱的子弟兵。

7 月 9 日上午，第 54 集团军某陆航
团组成 50 余人先遣分队赶赴新乡内涝城

区奋力救灾。一位忙着疏通管堵的士兵
脱了鞋才发现，自己双脚已泡得发白、
起泡、溃烂⋯⋯但是他没有犹豫，穿上
鞋又跳入水中！

自 7 月 9 日凌晨 3 时至 15 时，新乡市
消防支队共接到报警 1216 次，出动 151
次，出动车辆 302 车次，出动警力 1812 人
次，抢救人员 290 余人，疏散群众 900 余
人⋯⋯每一次险情都是一次命令，他们用
血肉之躯铸成了保护群众的防洪墙！

暴雨拍打在脸上生疼，眼睛已经睁
不开，他们卷起裤管，跳入水中，救出
一位位被困群众，疏通一条条管道。拉
不出的用肩扛，扛不动的用身背，背不
动的用手推。

民营企业成立支援小组，把罐头、
速冻水饺及保障餐车等连夜运往新乡，
在现场给受灾群众及一线工作人员提供
了热乎乎的饭菜。餐饮企业樊氏厨艺免
费为周边停水停电小区提供简单的食物
和饮用水，献上一点微薄之力。

独居的杨贵英老人，家中积水严重，
家具和电器全都泡在水里。大雨稍停，
邻居就赶到她家，帮她把家里的积水清
理出去，把财物转移到高处。她激动地
说:“多亏了邻居们，帮俺渡过了难关！”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年近八旬
的老教授刘金铎头顶一把破雨伞，脚蹬
一双老胶靴，蹒跚地行走在倾盆大雨
中，只为赶到医院帮同事坐诊。雨水漫
过胶靴，这位老人的双脚在水中泡了 20
多个小时。

⋯⋯
这一天，无数个不知名的陌生人，

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助力这座城市。
目前，新乡市大部分河道和水库水

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主要交通线路
已恢复正常，电力设施多数已完成抢
修，群众生产生活即将全面恢复正常。

河南新乡：

与 暴 雨 赛 跑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杨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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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中洪水中，，那些感人的瞬间那些感人的瞬间

6月 28日深夜，强降雨肆虐湖北省阳新县，河流暴
涨，山塘危急。阳新县防汛总指挥部迅速向各镇区下
发紧急通知，要求镇村干部迅速进入防汛第一线，做好
防汛抢险工作。

灾情就是命令，凌晨 2 时 10 分，白沙镇汪武颈村
党支部书记舒诚仕立刻挨个通知村委会另外 4 名村干
部准时到村委会集合，巡查水库、山塘、沟渠险情。

“雨下大了，我要赶紧去防汛。”接到通知后，村妇
女主任李连，麻利地起床准备出门。雨很大，天又黑，
丈夫潘世武担心地问她，要不要送？她说不用。

出门前，李连到自家的养猪场拿了些编织袋，说沿
途有几口山塘，顺路巡查后再去村委会碰头，万一有汛
情，就用这个装砂石堵缺口。3 点 40 分，她跨上电动
车，冲进雨幕。

凌晨 4 时许，潘世武接到村委会打来的电话：“李
连呢？怎么还没来？”想到妻子半个小时前就出了门，
潘世武一下慌了神，赶紧出门寻找。

消息传开。亲戚们来了，周边的村民也来了，搜寻
队伍从几个人扩大到近百人。13 时许，当地干部群众
在该村五里畈港找到了李连的电动车。18 时许，在五
里畈港下游河段发现了她的遗体，不远处，漂浮着她出
门时携带的一捆编织袋。

“她肯定是先巡查了几口塘，再去村委会的，不然
不会掉入港里。”潘太组组长潘际乾悲痛地说：“27 日
晚上，李主任还打电话要我抓紧巡堤，防止山塘溃口。
这几天，她一直在田头地边转，巡堤查险。”

“李主任是咱们的大恩人。”53 岁的村民陈银花家
庭贫困，住在一栋土坯房内。27 日 13 时多，李连赶到
陈银花家，人没到，声音先进屋：“银花姐，今晚有暴雨，
这房子不能住了。”当晚，陈银花和丈夫搬到附近的小
儿子家，隔壁家的空房子在暴雨中坍塌。

汪武颈村位于幕阜山脚，是个典型的贫困村。此前，
村委会组织涣散，群众意见很大。白沙镇委退休干部舒诚
仕回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组建了新一届村支委会班子。

李连过去在沿海城市打工，2011 年返乡创业，与
丈夫一起兴办家庭养猪场，每年出栏肥猪 200 多头。
她乐于助人，在本村享有较高的声望。

在村委会改选时，因为待遇太低，没人愿意竞选妇
女主任一职。2014 年 10 月，李连挑起这个担子，分管
计生、社保等工作。“李主任工作能力强，别人要一个星
期甚至十来天才能完成的任务，她最多 3 天就完成
了。”在村党支部书记舒诚仕看来，李连十分优秀。

村干部刘修权说，除了妇女工作，镇上布置的其他
工作，比如精准扶贫、“两费”征收、抗洪救灾等，她都全
力以赴。村里 480 户人家没人不喜欢这个热心肠的

“李主任”。
2014 年 1 月，李连向党组织提交了第一份入党申

请书。今年 6 月 27 日下午，白沙镇召开党委会，同意
李连等 20 名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并定于 7 月 1 日向
党旗宣誓。可没等到宣誓的那一天，43 岁的李连就用
生命履行了党员的崇高使命。

激 流 中 ，她 为 党 旗 增 辉
——追记湖北省阳新县汪武颈村妇女主任李连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向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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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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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 7 月 10 日，安徽省庐江县白山镇九联村 11

队村民吴爱华（右），给扛运沙袋的武警安徽总队第二

支队战士赵培成送去茶叶蛋。 徐 伟摄
图④ 7 月 7 日，因连夜暴雨，南京市雨花台区西

善桥街道老街及周边多个小区受灾严重，江苏边防总

队训练基地官兵赶到现场转移被困群众。 丁海洲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6 月 24 日凌晨 6 点，在江苏阜宁县戚桥
村，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救灾奋战后，几十名武
警官兵或躺或坐，你拥着我，我挨着你，在刚
刚清障的路上沉沉睡去。远处，是被龙卷风
拧成麻花的高压电网和掀掉的屋顶⋯⋯

6 月 23 日 14∶30，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射
阳等地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雨、冰雹、雷雨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遭遇龙巻风。
此次超强龙卷风局部风力达 12 级以上，造成
不少砖瓦房粉碎性破坏。

灾情发生后，武警江苏省总队启动抢险
救援应急预案，紧急调集 1200 余名兵力奔
赴救灾一线。武警盐城支队是第一支到达现
场的救援力量，6 月 23 日 15∶10，在支队长
张虎的带领下，机关前指、一中队和阜宁中
队共 50 余名官兵进入阜宁灾区。他们分成
若干小组，按照划片负责、逐一排查的方
式，挨家挨户进行搜救，并清理路障，开辟
救援道路，救出群众 40 余名。16∶25，射
阳中队 18 名官兵赶赴射阳陈洋村、五份
村、新洪村等几个受灾严重村庄。当晚，武
警泰州支队、淮安支队 300 余名官兵火速驰
援灾区。“幸亏武警官兵及时赶到，不然我
们一家恐怕就被大风卷跑了。”陈洋村村民
李某紧紧握着一名武警战士的手激动地说。

6 月 24 日凌晨 3 点多，淮安消防官兵
前往受灾严重的阜宁县戚桥村，救援队一
路小跑进入村子。由于天黑，救援工作很
难使用大型救援设施，消防官兵几乎徒手
把受灾群众从废墟中解救出来。搜救过程
中，官兵们发现，两位村民借助一片倒塌的
彩钢瓦，搭了一个临时窝棚休息，不愿转
移。原来这两位村民是堂兄弟，他们的家人
在龙卷风中受伤，已被送到医院救治，一直
没有联系上。两人担心家人回来找不到他
们，迟迟不肯离开。在消防官兵的劝说下，
两人被转移到安全地带，妥善安置。淮安消
防支队队长汤金保告诉记者，淮安消防先后
调 集 3 支 部 队 122 人 、 22 辆 车 辆 投 入 救
援，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搜救，成功解救转
移了 132 名村民。

灾情就是命令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吴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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