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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洪流中的红色传承
来自黄冈大别山革命老区抗洪一线的报告

新华社武汉 7 月 12 日电(记者皮曙初、陈
俊、李伟)这里曾走出三位中共一大代表、200
多位共和国开国将帅；革命战争年代，44 万英
雄儿女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成立献出生命。

自 6 月 18 日以来，湖北黄冈 1 . 7 万平
方公里红色土地连遭四轮暴雨袭击。山洪暴
发，湖库满溢，堤坝溃口，人员围困，民房倒
塌，道路损毁…… 400 万老区群众受灾严重。

危难之际，有人连夜奔袭转移受困群众，

有人不顾安危纵身跃向溃口，有人劳累过度
倒在抗洪一线……老区干部群众传承“红色
精神”，凝聚“红色力量”，不胜不休战洪魔。

暴雨肆虐考验“红色基因”

7 月 5 日凌晨，一夜暴雨肆虐，武穴市太
白湖东河段河堤抵挡不住，瞬间被洪水冲开
约 50 米宽、4 米深的溃口。

危急时刻，湖北某舟桥旅四百多名官兵
急赴现场，武穴市三千干群奔上大堤，挖土装
袋，飞运沙包，跃入洪流…… 59 个小时后，大
堤上传出振奋的欢呼声，溃口被成功封堵。

43 岁的张元松是红安县七里坪镇张家
湾村支书，几天前突如其来的洪水，差点将他
卷走。“现在想想有些后怕，但当时真没顾得
上。”7 月 1 日，倒水河河水猛涨，张元松开着
自己的车冲过张家湾大桥。此时，洪水已经漫
过桥面。

当他满载沙袋回来时，大桥只剩桥栏露出
水面。不顾群众劝阻，张元松将驾驶室车窗全
都摇下来，加大油门冲向洪水之中。冲到对岸，
没几分钟，汹涌的山洪就把大桥拦腰斩断。

沙袋运回来了，张元松组织村民及时堵
上缺口，全村群众都得以安全转移。

自 6 月 18 日入梅以来，暴雨轮番“轰炸”。
6 月 30 日开始，第四轮强降雨再度来袭。黄冈
市 11 个县市区无一幸免，平均降水量达 454
毫米，罗田一站点降水最大量达 911 .3 毫米。

淫雨成灾，江湖告急。400 多处公路被
毁，2000 多处堤防损坏，12 处堤防决口。

然而，洪灾吓不倒红色土地上的干部群

众。老区 140 万干部群众投入抢险救灾，33
万党员奔赴抗灾一线，2 万余名市县乡干部
冲锋在危急现场，600 多支“党员先锋队”“青
年突击队”“志愿者服务队”活跃全市，民兵预
备役部队、武警、消防官兵全力参与。

危难之时，众志成城，不惧生死，革命老
区的“红色基因”不变。

激流汹涌见证“红色品格”

朴诚勇毅、不胜不休。先烈们为老区留下
了“一要三不要”“一图两不图”的精神遗产：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
图名、不图利。

为革命可以不要命，为群众也可以自我
牺牲。罗田县大崎镇城建办副主任、统战干事
何华生连续 16 天与村干部一起，每日巡河
堤、看水库、查险情、排隐患、转移安置群
众…… 7 月 4 日，因劳累过度，大面积心肌梗
塞，最终倒在抗洪的一线。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
一座堡垒。

“我们是共产党员，戴着党徽，就是亮明
身份，有困难就要顶上去！”面对来势汹汹的
洪水，罗田县九资河镇党委书记毛红志要求，
全镇在家的 1453 名党员全部佩戴党徽，走村
入户帮助村民，成为抗洪救灾的一线联络员、
突击队员，让群众有依靠。

在武穴市余川镇，73 岁的老党员陈良向
镇党委递交“请战书”。他说：“受连续大雨影
响，我的家乡余川正在接受洪涝和泥石流考
验，我强烈要求加入防汛，防泥石流战斗，虽
然我老了，但能当好哨兵，保证忠于职守。”

在“黄麻起义”策源地之一的麻城市，退伍
军人李支建从 6 月 28 日到明山水库大堤防
汛，连续十几天坚守在一线。入伍 10 年的儿
子李进阳，随部队到家乡麻城抗洪抢险，期间
五过家门而不入，父亲生日也只是电话问好。

一幕幕感人场景，再次诠释忠诚担当、无
私无畏、执著坚毅的“红色品格”。

武警交通部队第二总队副总队长许亚东
说：“红色部队来到红色土地参加抢险救援，
也是一次再教育、再洗礼。”

洪水冲不掉的“红色气质”

本轮强降雨结束，洪水已造成黄冈市 11
个县市区、142 乡镇受灾，受灾人口 443 . 4 万
人，19 人死亡，5 人失踪，全市直接经济损失
逾 110 亿元。

洪水能够冲刷这片红色大地，但却冲不
掉革命老区的“红色气质”。

昔日“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的英山县
温泉镇百丈河村，在女书记王金初的带领下，
筚路蓝缕十余年，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

但是，山洪横扫，百丈河村茶园、猪场都
被“冲了个稀巴烂”，210 户村民受灾，195 头
仔猪被冲走，3 座桥梁被冲毁……面对满目疮
痍，王金初在记者采访时，偷偷地抹了眼泪。

“市里、县里干部这几天都来核查灾情、
关心我们，我们不能坐等靠要，还得自力更
生！”王金初说，等大水退去，自己还要带领村
民们把美丽乡村再建起来，大灾面前不低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95 岁抗战老战士、
王树声大将夫人杨炬向家乡麻城一次性缴纳
特殊党费 10 万元，并题字“血脉相连，风雨同
舟”，支援家乡的抗灾救灾、重建家园。

目前，麻城市党员已缴纳一次特殊党费
320 余万元，全市收到各类捐款 2200 余万元。

“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
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在“将军县”红安
县，这首歌谣家喻户晓。

连日里，革命老区“男将”“女将”齐出动，利
用暴雨暂歇的防汛“喘息期”，开展生产自救。

抢修道路，抢建桥梁，电力抢修，卫生防
疫，农业补种改种，动物疫病防控……鄂东大
地处处可见紧锣密鼓的重建景象。

黄冈市委书记刘雪荣说，防汛形势依然
严峻，当前尤其需要发扬老区人民不怕苦、不
怕累、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坚决打赢防汛救灾
攻坚战。

据新华社武汉 7 月 12 日电(记者黄艳)
骤雨暂歇，烈日争空。虽然部分地区开始退
水，但是抗洪抢险人员还在增加。“天公可以
喘息，抢险不能喘息。”

从 7 日开始，湖北迎来 5 天左右的晴热
天气，为迎战新一轮洪水提供大好战机。上堤
巡险、加固堤防、昼夜排涝……一刻也没有
停，一点也没放松。

“上堤！上堤！”

“雨停了，是我们检查河堤险情的好时
机！人员要多上！”湖北省防办副总工程师江
炎生说。7 月 8 日至 9 日，全省仍有富水河、
汉北河、环水、府环河、滠水、倒水等河流水位
超警戒以上。

“增加人手，上堤巡险，发现一处，排除一
处，加强防汛责任落实，明确险点险段的责任
人，加强纪律监督。”湖北省副省长任振鹤在
7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9 日凌晨 3时许，湖北省防指暗访组赶
到阳新县兴国镇宝塔村大泉组。61 岁的老
党员阚昌玉，穿着深筒胶鞋，打着手电正在
巡堤。他带领 6 人小组，负责两公里堤防巡
险。

黑夜中，沿河点点灯光，一路走来才发现
有渔家人的渔火，有巡堤人的灯光，富水河上
的哨棚内，无人员睡岗。炎热潮湿的夜里，蛙
鸣阵阵，富水河堤上，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从 7 月 7 日雨水暂歇之后，全省上堤人
员不但没有减少，还每天都在增加。除了堤防
管理的专业人员外，从 7 日的 99995 人增到
10 日的 134525 人。

“水在退，人绝不能退！”江炎生说。

“加固！加固！”

水位涨在前，暴雨追在后。
11 日 10时，黄梅县刘佐乡龙感湖东喇

叭村围堤出现 40 多米滑坡和管涌险情，关乎
1 . 1 万群众安危。

中部战区陆军某舟桥旅副政委薛政已
经在抗洪一线酣战数日，接到除险任务，他
立即组织了 300 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险情。

36 摄氏度的高温，让现场除险的战士们
身临水深火热之中。浑浊的水中逐渐起了一
道沙袋墙，墙越来越高，逐渐看齐圩堤，险情
解除了。“加高、加固！洪水来了，我们把它挡
住！”薛政说。

据武警湖北省总队政治部主任杨万良
10 日介绍，为迎战新的洪灾险情，4600 名武
警官兵已于 7 月 8 日到达黄冈、鄂州、荆州、
咸宁等地区预置，同时，武警湖北省总队还预
置 10000 名机动兵力，随时准备投入到抗洪
抢险第一线。

加上前期已经参战的解放军、预备役等
力量，迎战新一轮大洪水的钢铁卫士已有数

万之众。

“排水！排水！”

新一轮强降雨即将来临，尽快排水是解
被困群众的燃眉之急，也是迎战新一轮洪水
的关键部署。

水深 1 米多，渍水数日。南湖之“难”，牵
动武汉各界神经。6 台“龙吸水”由北向南分
布在珞狮南路丽岛花园天桥处、书城路文治
街路口、书城路文馨街路口、文昌路，以及南
湖连通港 2 台，加紧抽排渍水。

为加快南湖排水，7 月 8 日起，武汉市洪

山区紧急对巡司河进行拓宽和疏浚，将原本
20 米宽的河道拓宽至 50 米宽，增加南湖渍
水外排渠道。

中国一冶集团、武汉市碧水集团出动 50
多台挖机、200 多名工作人员投入抢险，24
小时不间断施工。7 月 9 日，工程完成近半，
巡司河流速加快，水位下降接近 20 厘米。

据长江防总介绍，7 月 13 日至 16 日，长
江中下游将自西向东出现强降雨过程，武汉
等地有中到大雨。

赶在新一轮暴雨来临前，查出险情，加固
堤防，排除渍水。“尽量多一份保障，尽早多一
份安全”。

新华社合肥 7 月 11 日电
(记者周畅、杨玉华)我决战在
抗击洪峰的河堤上/河的对岸
就是我的家乡/家里住着生我
养我的白发亲娘/我能清楚地
看到对岸/咱家青色的瓦/红砖
的墙/门前的大梧桐树下曾是
我儿时玩耍的地方……

直到今天，朱启典都无法
顺利读完这首诗：每每念到“白
发亲娘”时，他总是眼圈通红、
哽咽难语。

那一天的场景像刀刻一样
印在心里：坐在冲锋舟上，头顶
上的雨越下越急、脚下的水越
涨越高，眼里看着河对岸老家
也在抢险，他却不知道屋子里
的老双亲有没有撤离？家中的
老屋是否还一切安好？心中的
牵挂、担忧纠结成乱麻，他却必
须驶向与家相反的方向。

6 月 30 日夜间起，朱启典
所在的安徽无为县暴雨倾盆，
持续的特大暴雨让无为县遭遇
了 1954 年以来最大的洪水，内
河水位、短期降雨量“双超”历
史。

“穿上这身警服就是守护
群众安宁的。”熟知严桥地势和
被大水淹过历史的严桥派出所
所长朱启典和所内民警立即投
入抢险，挨家挨户转移撤离群
众。

“前面屋子里还有人！”不
知谁喊了一句。

快速流动的洪水中，朱启典和赶来支援的同事，一只手
抓住一个红色塑料盆的边，另一只手撑着一根竹竿，连走带
游到了百姓家。

“这盆不结实，坐到这个木盆里！”朱启典抱起这户人家
的小女孩放进门旁的木盆，在湍急的洪水中艰难前行，护送
着小女孩到达安全地带。

这一天，朱启典记不清自己在水中游了多少个来回。
7 月 1 日整夜，朱启典没有合眼；7 月 2 日晚，他睡了

两个小时。
7 月 3 日，这边情况刚刚得到缓解，朱启典又被派到关

乎万亩粮田和千名百姓安危的湖塘圩继续抢险。
“你们安全了，你们的儿女才能放心！”疏散圩内百姓

时，朱启典每次说话，就像是和自己 70 多岁的父母说，也是
给自己那颗悬着的心求个安慰。没有人知道，这个在湖塘圩
上忙碌的身影，其实只要蹚过河，就能到达对岸西都圩上自
己的家。

河里的水位每上升一次，朱启典的心就跟着紧张一次。
那天晚上，他憋不住了，由于全镇断电，他找来借用的

充电宝给手机充上电，就给父母拨去了电话，电话刚接通，
他母亲就抢先对着电话说：儿啊，你千万别往深水里去啊！
千万别受伤啊！

得知父母还没有转移，听着母亲带着哭腔的声音，朱启
典看着身上不知何时破了皮的伤口，抹了抹眼睛：“妈，我好
得很，你们要赶紧走。”

“我知道，不管我长到多大，在他们心里，我都是个孩
子，他们最牵挂是我的安危，而我，更牵挂他们。”说到这里，
朱启典布满血丝的双眼更红了。

“不好了，塌方了！”7 月 4 日，朱启典跳上冲锋舟就赶
往塌方地点。

坐在冲锋舟上，他清楚地看到对岸自己家的青瓦红墙，
也清晰地看到，在自家屋后西边不到 100 米，一群人也在那
里抢险。“说不担心是骗人的，但是我坚信，在河对岸抢险救
援的民警官兵也一定会保住我的家人。”

22时，终于抢险结束的朱启典靠在临时休息点的椅子
上，打开手机，堆积了几天的情绪迫切想找到一个释放的闸
口。大约一个小时，朱启典就在手机上写完了这首感动数万
人的诗，“这些话一直盘旋在我心头，不知该对谁说，就写成
了诗。”

7 月 4 日 23时 59 分，朱启典将这首《妈妈别哭》发布
在 QQ 空间。直到这时，面对无情洪水都毫无惧色的朱启
典，才发现自己的脸上全是泪水。

“我并不是一个脆弱的人，可那时，就像是心底最柔软
的地方被击中了一样。”朱启典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每次他
再看这首诗，眼睛还是会潮湿，每次念起，依然会哽咽。

这首诗目前已被浏览 9 . 3 万次，还被人做成微信链接
互相转发。从无为县到全国，从 QQ 空间到微信朋友圈，无
数人看到了这首创作于抗洪一线的《妈妈别哭》。

“向战斗在抗洪一线的人民警察致敬！”“人民好警察！
母亲好儿子！”几天来，朱启典收到了许多好友申请和留言，
让一向喜欢在 QQ 空间写点东西的他有些惊讶。

而让他印象最深的，却是他 13 岁的儿子微信上给他的
留言。“他和妈妈住在县城，我住在镇里，大多时候只能通过
电话和微信沟通。”朱启典看着儿子发来的留言，面带骄傲
地说，“你看这句，‘今无为有洪魔之难，亦有擎天之雄不忘
初心’。他还会用文言文呢！小家伙已经长大了。”

在朱启典们眼中，早已没有小家和大家的区别，只有刻
不容缓的险情。7 月 8 日 17时到 7 月 9 日 17时，安徽省汛
情较重的 11 个市公安机关共投入抢险救援警力 1 万余人
次(其中消防官兵 606 人次)，参与营救被困群众 1952 人，
参与疏散转移群众 1 . 9 万余人，参与排除各类险情 213 处。

“穿上这身藏青蓝，这就是我的责任！”胶鞋上沾满泥土
的朱启典拍着衣服说，“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也许你们并不
在意，但在危急时刻，当你们需要我们时，我们一定会在你
身旁，守护着你和我们共同的家。”

冲锋，在新一轮洪水来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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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在最前线的人

▲ 7 月 12 日，部队官兵在搬运沙袋。

当日 8 时多，经过近两天的抢险封堵，湖南华容新华垸
溃口成功合龙。在这一场抗洪攻坚战中，冲在最前线的是抢
险部队的官兵，他们日夜奋战，用钢铁之躯抵御洪流，保护
着一方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新华社记者李尕摄

12 日上午 8 时许，经过数千军民连续两
昼夜的奋战，湖南华容县新华垸溃口顺利合
龙。险情发生之际，一群被称为“卡车敢死队”

的驾驶员不惧艰险，踩下“一脚最坚定的油
门”，连车带石冲向溃口，截击滚滚洪流。

当我们还在讨论国外的“防洪神器”究竟
成效几何时，在抗洪一线，像这“一脚最坚定
的油门”一样令人感佩的故事不断涌现。堤防

上汇聚的一团团浩然正气、向着洪水滔天处
逆袭的一股股暖流，坚定了我们夺取抗洪胜
利的信心和决心——— 万众一心、坚韧不拔、奋
力拼搏、攻坚克难，中华民族面对天灾的责任
与担当，正是无往不胜的中国“抗洪神器”。

“哪里有险情，我们就去哪里！”面对特大
洪水，总有一些人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奋战
在抗洪第一线的，都是你我一样的血肉之躯。

目前，长江中下游五省共有 400 万人坚守在
长江干堤一线。他们身份不同，职业各异，但
他们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目标是相同

的，身上体现的精气神是相通的，在危急时刻
表现出来的英勇行动是一致的。

透过他们迎难而上、毫不迟疑、不计个人
得失的果敢行动，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相望
相助的传统美德，看到了人与人之间金子般
的友善之情，看到了关键时刻共产党员的无
畏抉择。这就是中国“抗洪神器”的精神和品
格，值得我们为之点赞，为之喝彩，更值得我
们将其发扬光大。

除却精神上的“抗洪神器”，一批批国产
专业防汛救援装备陆续出现在堤防上。能实

时监测水情水下机器人、可迅速“变身”成移
动堵水墙充水式橡胶子堤、遇水自动膨胀的
新型沙袋……这些高精尖国产“抗洪神器”让
防汛抗灾的科学性、精准性大大提高。

13 日开始，长江流域将迎来新一轮强降
雨过程，而主雨区又集中在中下游流域，这将
使下一阶段防汛形势仍然严峻。我们相信，各
地继续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抗洪精神，用好
中国“抗洪神器”，必将取得防汛抗灾的决定
胜利！ (记者刘良恒)

新华社长沙 7 月 12 日电

中国“抗洪神器”值得我们点赞

新华时评

▲ 7 月 12 日，武汉市南湖雅园小区的居民从栈桥上通过。为保障居民出行，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强降雨，有关部门在这个地势
较低的小区搭建起栈桥。 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 7 月 8 日航拍架通后的湖北阎家河镇叶家湾大桥。当日，经过武警交通二总队六支队官
兵连续奋战，两座装配式钢桥成功架通在被洪灾冲断两处的湖北省麻城市阎家河镇叶家湾大
桥上，河对岸丁家寨村恢复了与外界中断长达 7 天的交通。 新华社发(梅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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