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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 后 咋 重 建 ，老 乡 这 样 说
——河南乡村洪灾过后重建情况调查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受罕见特大暴雨持续影响，7 月 20 日以来，河南郑州、新乡、开封、鹤壁等

多地遭受洪涝灾害。城市内涝严重、乡村积水难排，一时间，灾后重建成为棘

手难题，对于农村地区来说，问题尤为突出。众多农村受灾地区该如何积极

展开自救，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状态？经济日报记者日前对此展开了深

入采访。

在河南一些受灾严重的村庄，灾后重

建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环境消杀、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受

灾农作物科学复种、河流决口堤段修复、

水利设施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均需专业力

量和资源去开展。

面对灾难过后留下的残垣断壁，受灾

群众不但没有被吓倒，还干劲十足地生产

自救。许多群众都说，与其等着被救，不

如我们自己先想办法。

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其散发出不怕

困难的斗争精神更是可贵的，是灾后恢复

重建工作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当 前 ， 中 央 预 备 费 等 资 金 、 金 融 等

政 策 正 在 给 予 受 灾 地 区 强 有 力 的 支 持 。

地 方 各 级 党 委 政 府 要 切 实 负 起 主 体 责

任 ， 做 好 受 灾 严 重 地 区 重 建 规 划 ， 抓 好

水 毁 农 田 修 复 、房屋重建和加固，加快

水毁学校、医院的维修恢复，帮扶企业、

商户复工复业。同时要通过工程性措施补

短 板 、 强 基 础 ， 加 快 解 决 各 方 面 突 出

问题。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是系统的、任务是

艰巨的。比如，豫北地区此次遭遇多年罕

见大灾，成为蓄滞洪区，当地百姓为防汛

作出巨大贡献，更需要地方政府帮助其渡

过难关，对房屋等财产损失进行补偿。特

别是粮食主产区，要加大支持力度，帮助

群众恢复生产、减少损失。

眼下，汛期仍未过去。未来河南部分

地区可能仍有暴雨，需要继续保持警惕，

持续不懈做好防汛

救 灾 准 备 和 应 急

工作。

做好受灾地区恢复重建
杨子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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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① 救援人员在鹤壁市浚县

傅庄堤上搬运沙袋，加固大堤。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图图②② 88 月月 1414 日日，，郑州新密市郑州新密市

米村镇和盛嘉园社区里米村镇和盛嘉园社区里，，淤泥已经淤泥已经

清 理 干 净清 理 干 净 ，，纺 纱 工 人 在 开 展 生 产纺 纱 工 人 在 开 展 生 产

工工作作。。 申秋雨申秋雨摄

道路损毁严重、交通全面瘫痪、民居断水断

电⋯⋯7 月 20 日以来，河南遭受罕见特大暴雨持

续袭击，多地引发严重洪涝灾害。随着洪水退

去，该如何重建美好家园？尤其对于农村地区来

说，与城市相比，其在灾后重建方面的优势更显

不足，面临一系列难题。

近日，经济日报记者深入河南受灾乡村调研

发现，科学规划薄弱地带的灾后重建工作非常必

要，如何重建美好家园令人期待。

要重建更要提升

8 月 16 日，记者来到河南郑州荥阳市城关乡

石板沟村时，这里正在启动灾后安置房一期工程

的选址重建工作。“新址的选择充分考虑了村民

们的意见。”石板沟村第一书记赵攀告诉记者，在

前期选址的民意调查中，大家虽然同意选址重

建，但都不愿迁离太远。多番商讨、权衡过后，石

板 沟 村 的 新 址 选 在 了 距 原 址 800 米 的 交 通 便

利处。

灾后重建，不是简单的恢复原貌，更重要

的是全方位提升式重建。对于新村，石板沟村

已经有了初步规划——旧村址不再适宜居住，

索性推平开展土地流转。“我们准备流转一部分

土地给企业，吸引企业进驻。到时，村民不仅

有流转土地的收入，还可以在家门口就业，一

举两得。”赵攀还告诉记者，“原址的道路水电

还是要修的，如果未来这里发展成产业园区，

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吸引更多企业前来。”

在石板沟村村民的构想里，灾后重建后，外

出务工将更多地被家门口就业代替，乡村将变得

更加美丽，他们的生活将更加幸福⋯⋯

“我们计划利用这次灾后重建，在硬件设施

上发力，满足群众日常生活水平由山区村民向城

镇居民过渡的需求。”郑州新密市米村镇党委书

记陈永健告诉记者，灾后重建应充分利用现有资

源，努力实现发展。对于米村镇来说，应充分发

展产量大、易打理的特色核桃种植产业，发展景

区林果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此外，按照米村

镇的规划，全镇将高标准建设河道，并就地取材、

就地用工，最大程度上防止当地人员因灾致贫、

返贫。

记者了解到，据摸排统计，此次洪涝灾害共

造成河南省 26 个国定脱贫县、11 个省定脱贫县、

2759 个脱贫村、39.09 万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和监

测对象受灾；损毁河南扶贫项目 5215 个，涉及资

金约 11.3 亿元；扶贫车间受损 139 间，光伏电站

受损 246 座，农村扶贫道路损毁 1393.93 千米。

不仅受灾严重地区思考着如何灾后重建，未

受太大影响的于湾村也在积极思考。“这次虽未

受影响，但也敲响了警钟。我们也要及时开展河

道治理、完善基础设施，吸取经验教训优化发

展。”于湾村党支部书记王天运告诉记者。

“灾情发生后，我们立即开展行动，核实脱

贫地区、脱贫群众和监测对象受灾情况，采取

应急措施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目前，全省受

灾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均得到有效保障。”河南

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方国根介绍，针对受灾情

况，河南因人因户施策精准帮扶：对因灾纳入

监测对象的，理清帮扶需求，落实好各类政策

保障；对于因灾无法务工的，积极组织其参加

灾后重建等公益岗位，并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适

当补助；对于因灾遭到损坏的产业项目等，及

时重建；对于因灾农作物、养殖业受损的，及

时指导补种改种、补栏增养，同时协助保险理

赔，帮助生产自救，尽量将损失降到最低。

要帮扶也要自力更生

8 月 16 日，记者在荥阳市刘河镇陈家岗村看

到，这里已经基本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农户家中

的淤泥早已清理干净，农田也补种上了新的农作

物，水电可以正常使用，道路也已贯通，只有个别

地方的山体滑坡、黄土裸露，以及角落里倒塌的

房屋还让人们能够回想起这里曾遭受的一切。

“政府不会丢下我们，但我们也要积极开展

自救！”陈家岗村党支部书记马海松告诉记者，越

是灾难时刻，越能磨练大家的意志，“等靠要”思

想万万不可取。

受灾以来，陈家岗村党支部“不等不靠不

要”，鼓励村民积极自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绝

不麻烦他人”成为当地村民挂在口头的话。

“目前，我们村灾后重建工作已取得部分成

效。其中，清淤、通路、恢复水电、农田补种以及

房屋鉴定工作已经完成。村里正在整治人居坏

境，全力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完成房屋重建等工

作。”马海松告诉记者，在收集村民关于房屋灾后

重建意见时，部分村民表示希望政府在市镇等地

建设现代化社区，实现“拎包入住”。对于这种意

见，更多的村民觉得应多考虑考虑今年的实际情

况，目前河南多地受灾，不能只等着政府来安排，

还需要大家努力实现生产自救。

对于灾后重建，被称为“致富小能手”的村民

时聚群有着自己的看法：“陈家岗村地处深山之

中，村民居住分散，地形起伏较大，这次洪灾后，

次生灾害隐患巨大。不如借助灾后重建机会整

村规划，重新选址建设，既美观又安全。”谈及后

续发展，他告诉记者：“冲毁的土地养分流失，恢

复需要时间，土地恢复期村民可以从事养殖业

等，换一个挣钱的方法。”

不 少 村 民 对 灾 后 恢 复 生 产 有 着 自 己 的 打

算。“灾后重建中，恢复经济生产至关重要。传统

养殖业价格波动大，有一定风险。接下来我准备

养蜂，既保证增收，又有利于生态恢复。”村民陈

建宗告诉记者。

对于村民们纷纷为灾后发展提供思路，马

海松既感动又开心：“洪水无情，但有党的领

导，我们有信心用现有的资源打造亮点，相信

几年后又是一个美丽乡村。”说话间，他多次落

泪，手指不停摩挲着工作日记，“目前，村里已

初步规划了灾后重建的选址。下一步，村里的

养蜂产业可以继续发展，我们会进一步招商引

资。利用现有生态资源打造郑州市生态示范村

也是一条发展路子。村民有信心，政府大力支

持，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只管加油干就行了”！

记者了解到，本次洪涝灾害严重破坏了河南

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初步统计，36 座城镇污水

处理厂、3117 套各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

1489 公里农村污水管网均不同程度出现损毁，

部分设施尚未恢复正常运行，特别是农村受灾地

区黑臭水体数量明显增加。

“我们在配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推动城镇污

水处理设施恢复重建的同时，重点做好农村污水

处理设施的重建工作。”河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

长王朝军介绍，“我们根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管网损坏程度，能修复的及时清淤、维修，该

报废的按程序报废；以灾后新增的暂时性黑臭水

体整治为重点，协调专家标本兼治、分类施策，与

农田排涝、垃圾清捞处理、畜禽尸体无害化处理

等工作衔接，加快恢复农村地区生态环境。”

目前，中央和河南省级财政已累计下达资金

54.84 亿元，用于支持河南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

工作。金融部门也持续加大灾后重建的支持力

度，已累计为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准备信贷资金

1450 多亿元，国开行河南省分行、农发行河南省

分行分别给予灾后重建应急贷款授信额度 68.14

亿元、407.18 亿元，有力保障了河南灾后重建顺

利推进。

要恢复更要乡村振兴

“镇里的企业正在稳步复工复产。下一步，

我们准备加快灾后重建项目落地，让群众有了住

房后能尽快就业。”陈永健告诉记者，“受疫情影

响，我们准备‘关起门来搞建设’，该规划规划，该

重建重建，等到疫情结束，恰好迎来一波乡村旅

游热。”

“从援助的角度看，建议灾后重建实行省内

城市对口支援乡村。”河南省商业经济研究所所

长张进才认为，与城市相比，乡村在受灾程度与

恢复重建速度上均面临更多困难。如果在省内

实行城市对口帮扶乡村，借助灾后重建助力乡村

振兴将会容易得多。

在张进才看来，仅对受灾地区专业规划建

设，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弊端将会逐步显现，

最好是全面综合规划——将分散的农村集优化

建设，选择更加安全的地带，占用更少的

土地，建设更高质量的建筑。

“ 当 前 ，全 民 意 识

普 遍 提 高 ，恢

复重建的同时继续搞好乡村振兴是大家共同的

心愿。”陈永健说。

乡村振兴要有产业支撑。记者了解到，在开

展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鹤壁市淇县灵山街道大

石岩村准备发展红色乡村旅游；新密市米村镇准

备发展特色种植业；荥阳市刘河镇陈家岗村准备

发展种植业⋯⋯

“如果能把愿意帮助河南受灾地区发展的企

业联系起来，因地制宜吸引企业入驻，从长

远发展看来，既解决了农民就业

增收问题，当地经济

也 能 在 企

业带领下提质增速。”张进才告诉记者。

从巩义到新密，从新密到荥阳，从一个受灾

区到另一个受灾区，不少受灾群众在关注着思索

着灾后振兴乡村的办法。易地搬迁正在进行，以

工代赈正在实施，国家政策逐步落实，产业园区

正在建设，生态环境正在恢复，人们期盼着美好

家园的尽快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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