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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贤

极值暴雨接连来袭，湖北省天门市 10 多个
乡镇 130 多个村庄被洪水围困。正当天门市
1 . 5万名干部群众与洪魔斗争之时，在抗洪救
灾第一线，一位“抱火哥”的故事悄然流传。

7 月 23日上午，石河镇初级中学老宿舍楼
一户人家煤气罐着火，随时可能爆炸，此时楼内
20 多名群众被洪水困住还没转移。危急关头，

一位中年警察先后五次冲向火海，将烧红的煤
气罐扔进近 1 米深的积水里，成功控制住了险
情。他的顽强和勇毅，为人们全力抵御罕见洪涝
灾难增添了力量。

他就是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派出所所长熊
飞。

“抱火哥”五次冲进熊熊火海

入梅以来，天门市石河镇遭遇三轮洪水袭
击。7 月 23日，石河中学教师宿舍院内的积水
1 米多深，断水断电断气，有一些老人由于行动
不便仍留守在家里。

74 岁的老人汪桃二回忆起那天的情形，依
然心有余悸。她说，上午 11时左右，她正用煤气
罐烧火做饭，可能是由于罐体老化漏气，煤气罐
一下子就着火烧了起来，“我的裙子、头发都被
烧着了，幸亏院子里有积水，跳到水里捡回一条
命。”

5 分钟后，熊飞带着 2 名民警赶到现场。
此时，火苗滋滋地从厨房的窗户往外冒，灶

台下煤气罐罐体被大火包裹燃烧，罐体上半部
分已经被烧得通红。

“大家赶快走，煤气罐子可能要爆炸了！”熊
飞意识到危险，立即提醒大家。

熊飞一边指挥群众疏散，一边到旁边的屋
里拿来两床棉被，用水把棉被打湿扛在身上往
厨房里冲，水浇过的棉被很重，没到跟前就滑落
了，四处乱窜的火苗烤得皮肤发烫，熊飞很快退
了出来。

稍作整理，熊飞又扑上前去。这次他改变了
策略，在离煤气罐大概 1 . 5 米的地方停下来，
用力将湿透的棉被扔了过去……果然奏效，“火
龙”被压住了一小半。

随后，熊飞决定先给罐体降温。他和同事不
停地提水往里浇，浇了一二十桶后，熊飞试图把
浇过水的棉被塞到罐体另一面，可大火形成的
热浪再次将他逼退。

稍微歇口气，熊飞罩着湿棉被第四次冲了
进去，这一次，“火龙”终于被压灭。可罐体的温
度依然很高，仍有随时爆炸的危险。

在往罐体又浇了几桶水降温后，熊飞一咬
牙冲上前去，用湿棉被包裹住喷火的阀门口，扑
灭了明火。随后，他隔着棉被抓起煤气罐，将这
枚“定时炸弹”扔进院子里的积水中，彻底排除
了险情。

他把危险和责任扛在自己身上

熊飞五进火场救险的全过程，虽然只有几
分钟，却显得格外漫长。

目睹救险全过程的退休教师田孝礼清楚地
记得，当时熊飞让周围的群众退到一边后，又让
跟他一起来的两位年轻警察退出去。

刚参警不久的何博冲了上来，熊飞一把拦
住他说：“跟在我后面！”自己一个人扛着湿棉被
往里冲。

“我以前处置过 4 次煤气罐着火险情，虽然
这次比前几次要危险得多，但我比他们有经验，
当然得自己上。”熊飞淡淡地说。

他说，当时情况太紧急，罐子都烧红了，非
常危险，自己的神经也高度紧绷，以至于很多细
节都是两三天过后，才慢慢回想起来。

处置完险情，熊飞和他的同事们又冲锋在

抗洪抢险和治安维护的一线。
在 7 月 1日以来的特大洪涝灾害中，熊飞

的身影出现在转运群众的皮划艇上，在抢险排
险的大堤上，在受灾群众安置点里，在百姓房
前屋后的巡逻中……

在近一个月时间里，他每天只能休息三四
个小时，有时几天几夜没法合眼。他带领全所
10 多位民警协警一起，连续两天两夜参与封堵
一段河堤溃口，转移受灾群众 1000 多人。

他是灾区群众身边的“守护神”

站在记者面前的熊飞，个子不高、身材中
等，脸上有些疲倦。一身干净的警服，衬托出这
位中年警察的干练。想起那天发生的一幕幕，
他仍然情绪激动，事后想想可能后果，至今有
些后怕。

“说不害怕肯定是假的，刚开始一走近我
就下意识地退了出来，但看到不远处 5 个老
人、小孩在吃饭，这栋老楼里还有不少人，被洪
水围困一时转移不出去，就感觉自己没有任何
退路。”熊飞答道。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公安民警，确保人民
生命安全是我的职责，在煤气罐随时可能爆炸
的紧要关头，我没有退路，只能往前冲……”

而今，走进石河中学老宿舍楼，群众对熊
飞赞不绝口：“烧红的煤气罐随时可能爆炸，但
为了群众的安危，他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去灭
火，这样的警察太英勇、太不了起了！”

熊飞巡视的石河镇汉北河大堤，几位守堤
的干部群众指着他说：“看，这就是冲进火海排
险的‘抱火哥’。”他们说，熊飞英勇灭火的故
事，早已在大堤上流传。

新华社武汉新媒体专电

烧红气罐随时爆炸，“抱火哥”五进火海
成功控制住了险情，保护了被洪水困在楼内的 20 多名群众

▲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派出所所长熊
飞在石河镇中学受灾群众安置点工作（ 7
月 27 日摄）。 新华社发（熊琦摄）

新华社记者闫起磊、巩志宏

在河北省暴雨洪涝重灾区井陉县，“抗洪七
人敢死队”勇救 98 条生命的事迹成为一段佳
话。

7 月 19日，井陉县暴雨如注，洪流咆哮。晚
上 9时许，两条大河交汇处的秀林镇南张村被
洪水分割成一高一低两个“孤岛”。低处“孤岛”
上，98 名爬到平房顶上的村民眼望着猛涨洪水
直逼屋顶。

“没有电，手机打不通，雨大得像往头上泼
水，老人小孩呼救哭喊成一片。房檐下，大水不
停地上涨，浪头有两米高，快绝望了。”村民郝根
桃对记者说，他们一家三口紧紧抱在一起祈盼
救援。

此时，距离郝根桃家两百米外，紧急成立的
秀林镇抢险救援临时指挥部，刚刚否决了第一
套营救方案。这个方案计划用挖掘机、铲车突
进。

“看见洪水裹着不少大车从上游奔腾而下，
我们认为开车突进风险极大，果断否决了这个
方案。”秀林镇党委书记陈永平说。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洪水一寸一尺地上涨。
“看着老乡在房顶上晃着手机，发出微弱的

荧光信号，听着一阵一阵的呼救声，心急如焚，
这是老百姓最需要我们的时候。”陈永平说，情
况危急，指挥部决定马上启动第二套方案，组建
突击队徒步进“孤岛”。

决定下达，指挥部里一阵短暂而紧张的安
静。

“我是党委书记，守土有责，我上！”陈永平
第一个报名。

“我是镇长，我上！”赵建中紧接着站了出
来。

“算我一个！”镇武装部长李玉栋喊道。

“我是包村干部，我必须上！”镇纪检书记刘
国芳说。

“我是村主任，熟悉地形，我上！”退伍军人、
南张村村委会主任郝春庭也站了出来。

“我是党员！我也上！”村民唐玉平拍了胸
脯。

“我也是党员，我上！”“我上、我上、我
上……”

一下子站出来 20 多个党员干部和先期转
移出来的村民。

“人不能多！七个就够。”陈永平大声喊道。
指挥部最后决定，陈永平、赵建中、李玉栋、刘国
芳、郝春庭、唐玉平和村民李玉明共 7 人组成突
进队，扛上梯子，涉水突进。

暴雨不停，洪水在涨，村巷复杂，水深莫测。
7 名突击队员列成队，朝着洪水蔓延的方向逆
行而去。

“巷子弯弯曲曲，最深处没过胸部，视线很
模糊，就是朝着被困群众的方向往前蹚。”李玉
栋说，心里想着赶紧救人反而顾不上害怕。

“我最担心的不是前面的洪水，而是身后突
然来一个浪头，我一直叮嘱多往后看水势。”陈
永平说，他们摸索着穿过几个巷子，刚摸到一个
巷子口，打算绕道时，他突然感觉脚下松动不
稳，洪水在眼前形成一个大漩涡。他下意识地命
令到：“快！后队变前队，原路返回！”

时间又过去了 2个多小时，眼看第二套方
案就要失败。就在返回的途中，突击队员发现一
处可以搭梯子上房，然后再搭梯子下去，就能靠
近被困群众的“生命通道”。

此时，县里赶来支援的 20 余名森林扑救队
队员也赶到指挥部。

陈永平下令，找来所有能找到的梯子，启动
第三套方案，组织救援人员沿“生命通道”，用
“梯连房，房连梯，由远及近，梯次转移”的方式

营救。

“一见到他们上到房上，俺的命就有救
了。”73 岁的郝金荣流着泪说。

“靠房连房，梯连梯，来救我们的人抱孩
子的抱孩子，抬老人的抬老人，我的残疾哥哥
也让干部们背着。”郝根桃仍难掩激动说，“绝
处逢生，都得救了！”

到第二天凌晨 4时许，沿着突击队员在
洪水夹缝中找到并搭建的“生命通道”，被困
村民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许多被救村民还没从惊恐中回过神，老
人和孩子们冻得直发抖，一户家住高处的村
民把家里所有衣服都拿出来分给大家。

陈永平马上安排清点人数，共 25 户 98
人。随后，又组织小分队沿着“生命通道”返
回，挨户清查，确保不落一人。

记者实地走访“生命通道”，郝春庭指着
一个坍塌房屋说，那间房的屋顶是营救时必
经之地，救完群众后就被洪水冲塌了。

后来查看灾情时，陈永平也才发现，他决
定立即撤回突击队员的地点下方完全被洪水
掏空塌陷。

陈永平、赵建中告诉记者，实际上，当时
紧急组建突击队时，他们已做好遭遇意外的
心理准备。“98个老百姓的生命危在旦夕，我
们不豁出去谁去？哪怕就是拿我的命去换这
98 条命也值！”赵建中对记者说。

在灾后重建的南张村，回想起洪灾中的
惊险，村民们更愿把找到“生命通道”的突击
队员们叫作“敢死队”。

郝金荣说，她经历过 1963 年、1996 年和
这一回三次大洪灾，这次洪水来得最急最大，
但全村没一人伤亡，“要不是有这些能豁出命
来的党员干部，洪水非要了人命不可！”

新华社石家庄电

新华社记者朱旭东

知了在树上不知疲
倦地鸣叫着，全然不顾
“五一堤”上匆匆而过的
行人。堤外的戚万河平
缓地流向通扬运河，再
奔向浩浩长江。堤内鸡
犬相闻，绿色的秧苗迎
风摇摆，全然没有前段
时间涝情严重时的紧张
气氛。

20 多天前，地处里
下河洼地的江苏省海安
县南莫镇柴垛闸排涝站
抽水泵发生故障，突然
停机。柴垛闸的警戒水
位是 1 . 8 米，超过这一
水位，堤内近万亩农田
就可能被淹，近 5000 人
就会受灾。当时圩区外
戚万河水位已超过 3
米，圩区内尽管抽水泵
的不断排涝尚维持在安
全水位，村里仍然不敢
掉以轻心，因为大雨还
在下。故障发生后，村民
们立即打电话向有“全
能农机员”之称的田富
勤求助，因为只有他能
排除险情。

此时，泡在水里两
个半天的田富勤刚回办
公室。

58 岁的田富勤，原
来是南莫镇农机站站
长。村镇合并后，原来三
个镇合并成目前的南莫
镇，如今的南莫镇农机
服务中心，只有田富勤
一人负责全镇的农机管
理。

“事情比较多，也比
较杂。”全镇 500 多台拖
拉机、100 多台收割机、
近 500 台灌溉水泵、64
台排涝水泵、60 台插秧
机的安全管理工作，就
在田富勤轻描淡写的一

句话中，他因此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7 月 11日晚 8时多，田富勤回到办公室的时

候，已经在水里差不多泡了两天。连日的滂沱大
雨，南莫村的排涝泵站 10日出现故障，田富勤从
10日下午就泡在雨水中，一直忙到当晚 11时才
将故障机组拆除。村里次日上午派人外出买材料，
材料到后，田富勤下午又泡在水中维修，直到晚上
近 8时机组正常工作后，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
到办公室。水还没来得及喝几口，柴垛村的求助电
话就打来了。

“那是一台 32 寸口径的大泵，它罢工了，其他
水泵的压力就大了，必须马上去。”田富勤随即赶
往柴垛闸排涝站。

记者 1 日随田富勤一起又来到柴垛闸排涝
站。此时，堤内外的水位基本持平，全部回落到
1 . 8 米以下。堤内的河岸上，是村民们刚刚补种的
毛豆。

进入闷热的排涝站泵房，田富勤掀起水泥地
面上的铁制防护栏，发出沉重的哐当声。探头往前
一看，水泵的机顶离脚面 2 米多，机器架在“井”字
形的水泥柱梁上，而此时的水面，离机顶也有 2 米
多。看着黑洞洞的水面，记者不禁感到一阵眩晕。

村民毛一舵当晚也在现场，眼巴巴地盼着田
富勤来。“肯定是叶片被缠住了，无法转动，因此没
法排水。”经验丰富的田富勤到现场后很快就判断
出来，他顺着木梯下到水中。

“他最起码要下潜 3 米多深，通过水泥过梁，

摸到水泵口，反手将缠绕叶片的杂物清理出来。”

毛一舵说，当时天已黑了，田富勤就靠村民们的手
电筒光，在水中摸索。

“看得我们心惊肉跳，田站长(村民们叫习惯
了)每次浮出水面时都使劲地喘气，嘴唇发青发
紫。”毛一舵说，当时村干部也急了，说实在不行，
就不弄了。但田富勤不吭声，一次次往下扎猛子。
经过十多次努力，终于清除了杂物。

记者问 58 岁的田富勤：“为什么只能你下
去？”田富勤笑着说：“全镇就我一个专职农机管理
员，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责任。”

细细打量田富勤，个头并不高大，一张黝黑的
脸，古铜色的皮肤，满手老茧，左手背上一道几乎
横贯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收口，显然刚划伤不久。

“是 7 月 30 日在沙岗村五组修机泵时划伤
的。”田富勤轻轻地笑了笑。他当时用手在浑浊的
水里摸，被铸铁管的铁疙瘩划伤两处，手臂上还有
一处。

“你下水没有专门的防护服吗？”记者好奇地
问。

“有啊。”田富勤笑了笑，用手捏起手臂上的皮
肤，“这就是我的防护服。”

每年的排涝期、灌溉期，田富勤都会有潜水排
除险情的情况，划伤碰伤，根本就是家常便饭，而
那段时间，他完全没有上下班的概念。“晚上打电
话就晚上去，早上打电话就早上去，随叫随到。”

记者惊讶于田富勤的水性，在水中憋气的能
力远超过常人。原来，他曾经是一名侦察兵，年轻
时靠潜游管能一口气潜游 500 米，武装泅渡 1 万
米也不在话下。1982 年退伍后，他就一直在农机
管理岗位工作，至今已 34 年。

在田富勤的办公桌上，有一份新打印的海安
县排涝泵站(南莫镇)情况统计表。全镇 64 台排涝
水泵，有 17 台情况“一般”，8 台属于“差”。“村里没
钱，镇里也没什么钱，要争取上级的专项资金，过
几天我就要报上去了。”

别人说得惊天动地的事，田富勤却觉得是寻
常工作。需要他在的时候，他必然义无反顾地坚守
岗位、恪守本分！ 新华社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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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头有两米高，98 名爬到平房顶上的村民眼望着猛涨洪水直逼屋顶……

“七人敢死队”豁出命勇救被困 98 人

抗洪先锋

新华社记者余贤红

今年 64 岁的刘礼
升是江西九江市下辖瑞
昌市的一名地地道道的
水利“土专家”。1 9 7 7
年，他从部队退伍回乡，
做过 7 年的电影放映
员。此后，刘礼升进入水
利系统，先后在瑞昌市
武蛟乡水管站、赛湖农
场水管站工作。

7 月以来，长江赛
湖水位全面超警戒水
位。12 公里的赛湖大堤
是瑞昌市区、九江城西
港区等地 20 多万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的屏障。

“看着洪水涨起来，
在家根本坐不住，就想
到堤上转转。”已经退休
的刘礼升穿上钟爱的迷
彩服，回到赛湖大堤。

重上大堤后，刘礼升立即带着一队年轻人
开始每日巡查除险，并积极向当地防汛指挥部
建言献策，提醒哪些地方需要重点提防，什么时
候容易发生险情，遇到险情该如何准确研判。

7 月 24日 14 点半，正在巡堤的刘礼升在
一处漏水点发现水位上涨、水量增大。顶着炎炎
烈日，刘礼升一边电话通知指挥部，一边抄起铁
锹与一同巡堤的防汛人员紧急处置，经过一个
多小时的努力，险情得到控制。7 月以来，刘礼
升发现和处置险情多达几十处。

“他往那堤上一站，我们心里就踏实。”今年
年初刚来到赛湖农场水管站担任站长的“80
后”杨田这样评价“老站长”刘礼升的作用。他
说，刚开始自己面对一些管涌泡泉有些手足无
措，通过“老站长”手把手实地传授示范、挖沟导
渗，自己的实战经验得到提高，处理险情时心里
也更有底了。

目前江西主汛期已经结束，赛湖水位正在
逐渐下降。除了坚持日夜不停巡看观察外，刘礼
升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另一项工作——— 绘制赛湖
大堤险工险段地图。 据新华社南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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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特大洪灾让湖北省罗田县台办主任、
共产党员朱桂霞经受了一场从未有过的大考，
她用 20个昼夜在抗灾一线交出了一份出色答
卷。7 月 28日，她作为全县抗洪救灾先进个人
受到县委、县政府通报表彰，并在表彰大会上作
事迹报告。

暴雨中摸黑行走 6 个多小时

6 月 30日下午 4 点半，朱桂霞接到县防办
电话：根据气象预报当晚将有特大暴雨，6 点前
必须赶到胜利镇驻点村参加防汛救灾。领到任
务后，朱桂霞和 3 位工作队员匆匆吃过一碗面
条，买上手电筒和雨衣，驱车向瓦学、梅花坳两
个包保村进发。24 公里的通村公路，平时最多
只需 50 分钟，但这次他们却用了 6 个半小时。

出发时还是小雨，顷刻间便是暴雨倾盆。车
行 3 公里后，他们只得沿公路缓缓步行，3个多
小时后，终于到达杨家畈村。杨家畈距瓦学还有
4 公里，沿公路行走必经一座漫水桥。走到河
边，桥面早已淹没得不见踪影，蹚水过河显然已
不可能，只得返回杨家畈另寻他路。村会计李保
林见雨大路险，时间已到夜里 11 点多，开始还
想让他们在村里住上一夜，但看到工作队的同
志个个心急如焚，就决定带他们走山路绕行。

杨家畈、瓦学一片几个村，地处鄂皖交界深
山区，是罗田最偏远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近几
年，连接几个村的主干公路已修通，昔日的山间

小路少有人走。路边灌木丛生，道路难以辨认，
加之洪水冲刷，泥石流不断，黑夜中行走更是异
常艰难。他们沿着陡峭的山路高一脚低一脚地
行走，两个多小时后终于在一盏太阳能路灯指
引下走到与瓦学村交界的另一处河边。这里河
面较宽，河水较缓。县民宗局副局长、驻瓦学村
第一书记郭磊第一个下河前行探路，大家手拉
手一步一步慢慢蹚过齐腰深的河面，上岸后再
走一个多小时，终于在 1时 30 分到达瓦学村。
得知仍有几十户群众没有转移，朱桂霞感到情
况十分危急。容不得再坐下来商量，必须迅速组
织有危险的群众安全转移。村支书立即通知住
在村部附近的 3 组组长熊爱平、5 组组长商永
久两位共产党员赶来。村组干部和工作队员 9
人分成 3个小组，分片包干，逐户上门通知有危
险的群众，除投亲靠友外，其余全部转移到村小
学避险。

从 7 月 1日凌晨 3 点到下午 5 点，由 9 名
共产党员组成的 3个小分队通过逐户上门做工
作，共转移居住在土坯房里存在安全隐患的群
众 63 户 131 人，其中 25 户 49人先后被转移到
村小学集中安置。

20 天里朱桂霞一天也没闲着

7 月 19日，笔者在村里见到朱桂霞时，她
已在村里忙乎了整整 20 天。她上穿一件短袖文
化衫，下穿一条牛仔裤，裤腿高高卷起，脚穿一

双塑料凉鞋，脸上晒得黝黑，一脸的疲惫，与平
时在机关见到的她判若两人。

继 6 月 30日特大暴雨后，瓦学村又接连遭
受了“7·06”“7·15”两场暴雨袭击，3 次降雨量
超过 950 毫米，降雨强度百年罕见。面对严重洪
灾，朱桂霞和村支部带领群众重点开展了四项
工作。

抢排大塘险情。7 月 3日上午暴雨刚停，朱
桂霞接到报告，水面约 3 亩的老屋坝大塘出现
重大险情，她和几位村干部立即赶到现场，发现
山体滑坡将排水通道堵塞，堤坝被洪水冲出一
道裂口，水面即将漫过大堤，如不迅速疏堵、加
固，200 多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 20 多亩农田
将受到直接威胁。他们迅速召集 20 多位村民一
边灌沙包堵口，一边在堤坝上覆盖塑料布再用
沙包加固，同时安排一位壮年劳力腰系绳索，下
到被堵的排水管道旁清理淤土，从上午 9 点一
直干到下午 3 点终将险情排除。

筹集生活物资。几十名受灾群众转移到村
小学后，几天下来，储备的粮食和村里几个小卖
部库存的海带、粉条、罐头、饼干等所有食品全
部吃光。此时，电力线路抢通，手机也有了微弱
信号，但车辆还是无法进山。朱桂霞只好一边让
村支书向镇里电话报告情况，一边发微信试图
向朋友圈求助。接到电话后，镇党委书记姚霞林
迅速指派镇党委副书记赵火存、人武部长陈解
林等人用一辆简易农用车送来一些食品蔬菜经
转运到村应急。县旅游局局长林玲看到微信后，

当即在她的同学微信圈中转发，并很快筹集到
价值两万多元的生活物资。两天后，林玲和副局
长马子飞带着一大卡车物资往返 8 小时将其送
到瓦学。此后，村里又陆续收到一些捐赠物品，
民政部门也迅速给予政策性救济，终使转移群
众吃饭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昼夜拉网巡查。为确保实现全村群众不因
倒房死亡一人的目标，朱桂霞和村干部商定，白
天在各居民点逐户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需
要转移安置的一律转移到小学，晚上十点后由
村第一书记郭磊对所有转移群众逐一点名，不
在安置点的迅速找回。

组织生产自救。面对灾情，朱桂霞会同村党
支部多次召开村组党员干部会，一方面安排专
人反复核实灾情，统计上报，争取上级相关部门
支持，一方面组织群众迅速开展生产自救。在县
交通部门和当地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暴雨
后仅两天时间就将受损 1 . 9 公里通村主干路
简易修复通车，开挖排水沟 400 多米，修复河堤
200 多米、塘堰 20 多座。水毁农田计划全部改
种玉米，种子已从农业部门调运，受损药材基地
也将在年前重新补种。

今年 37 岁的朱桂霞担任县台办主任不到
3 年，此前一直在县法院工作。家在农村的她对
农村虽然并不陌生，但她坦言：“就是这短短 20
天让我对农村的认识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一场
暴雨也让我经受了人生中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童伟民)

担当：一位女干部驻村抗灾的 2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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