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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生 王菲菲 本报记者 吴纹锋

受连日强降雨及上游泄洪影响，7月
11日，昭化区境内河水持续上涨，公路中
断、房屋被淹、古城受灾……群众生产生
活受到严重威胁。

灾情就是命令。面对突发的险情，
昭化区紧急启动应急响应，应急、民政、
消防、安监等部门立即行动，以严的纪律
实的作风，与暴雨抢时间，与洪水比速
度，全力投入到抗洪抢险中。

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一幕幕转
移群众的场景，一支支冲锋在前线的队
伍……构成了昭化抗洪抢险的壮丽风
景。

洪水无情党有情 抗洪救灾暖民心
凌晨，暴雨如注，白龙江水位暴涨。

值守在岗的昭化镇天雄村村主任黄文昭
一直没合眼，“凌晨4点左右，我与村支书
收到上级转移群众的通知，就立即组织
村组干部，挨家挨户叫醒熟睡中的乡亲
转移到安全地带。”黄文昭说，5点过，来
势汹汹的洪水瞬间就淹没了天雄坝周边
的一切，一片汪洋。

宝红路天雄段淹没，民房进水，人员
被困，物品被冲走……天雄村告急！昭
化镇告急!

抗洪抢险十万火急，容不得半点犹
豫。当即，区委、区政府立即作出安排部
署，交通部门对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消
防公安部门转移被困群众，民政部门送
来救援物质……一场抗洪抢险救灾战迅
速展开。

转移群众 2000余人 500多户，发放
方便面 300件、水 100件，储备棉被 3000
件、棉衣2000件……

“目前，我们住在邻居家里，党委政
府给我们送来了矿泉水、方便面等生活
物质，生活没有问题、有保障。”天雄村一
组村民吴进东说，虽然心疼被洪水淹没
的农家乐，但有党委政府和乡邻的关心
与帮助，战胜“洪魔”的信心更足了。

距离天雄村不远的昭化古镇，桔柏
渡街、相府街、吐费街被洪水淹没，70多
户房屋进水，景区已暂时关闭。古城曹
旭林家的房屋在洪水中垮塌。

“现在政府把我转移安置在供销社
安置点，免费提供吃、住等生活必需品。”
曹旭林说，等到洪水退却后，他要积极自
救，建新房，买新家具。

“目前，我们已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
机制，救灾物质已发放到了受灾群众手
中，确保受灾群众能喝上干净水、吃上安
全饭。”区民政局局长曹兴介绍。

完善应急预案 提前筑起“安全堤”
“喂？村上有人不？我家里进大水

了，屋后阴沟垮塌……”7月 11日凌晨 3
点，由于雨势过大，大朝乡新凡村农户刘
青龙家中房屋进水，情况危急。得知灾
情后，该乡立即组织村组干部冒雨来到
刘青龙家中，将一家人转移到安全地带，
及时化解了险情。

连日来，该乡积极组织抢险队伍对
各村的塘、库、堰进行疏通、排水，防止满
溢垮堤；组织人员疏散和避险。抢险过
程中，大朝乡全体党员干部体现了作为

人民公仆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不怕苦
不怕累，在各村受灾点清路面排险情，挨
家挨户宣传防汛知识、排查隐患、疏散人
员。截至 7月 16日，大朝乡已成功处置
化解汛期险情 26个，有效保证全乡无重
大安全事故发生。

据悉，为切实保障全乡人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大朝乡早谋划、早部署、早落
实，乡、村均设有应急抢险队伍，配备抢
险工具，确保提前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应
对灾情。每日通过广播播报气象信息，
工作群内发布上级防汛预警信息，将可
能发生灾害的预警信息提前通知到各
村、社，组织人员提前做好疏散、避险。

以群众为中心 一线锤炼作风
“这雨势太吓人了！好多年没下过

这么大的雨了……”近段时间来，红岩镇
连降暴雨，各村普遍受灾，道路交通、农
田水利、农作物、住房等出现不同程度险
情。

民生就是责任。红岩镇各级党员干
部冲锋在前，战斗在抗洪救灾第一线，哪
里有险情，党员干部就奔向哪里。

“党员干部跟我上！”10日，红岩镇境
内红沙路、红张路两条干线沿线土石垮
塌、树木倾倒路上，致使交通阻塞。接到
灾情信息后，天星村第一书记杨勇身先
士卒，为了第一时间掌握灾情，徒步走完
5公里的受灾路段后，依然和该村党员干
部一起冒雨清杂抢险保畅。

巡查指挥提早，抢险救灾在前。特
大暴雨来临前，红岩镇高度重视，全天候
带队巡查嘉陵江、掛旗河、沙坝河等境内

主要河道沿岸和地质灾害隐患点，靠前
指挥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一有险情出
现，红岩镇各级党员干部快速动员、快速
集结、快速出动，第一时间出现在抗灾第
一线，用热情和汗水确保集体和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党员干部都抢着带头干最危险、最
困难的抢险任务，看着杨书记穿烂的雨
靴，磨破的双脚，心里真不是滋味。”天星
村民何星感动地说道。

风雨无阻为畅通 抢险排危保安全
“国道212线、进港路、昭大路等干线

公路出现多处边坡落石、路面塌陷以及
部分农村桥梁桥面积水等险情，行人、车
辆无法通行，存在极大安全隐患……”10
日上午7点，昭化区交通运输局接到辖区
内险情报告，第一时间启动汛期应急抢
险保通预案，进行排危抢险保通。

受“6·23”、“7·9”多日强降雨影响，
昭化区交通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国省干
线、县乡公路、村组道路多处出现山体滑
坡、道路整体下沉、路面冲毁、边坡坍塌、
路基、挡墙大量垮塌。

“这次特大暴雨，致使嘉陵江沿线交
通设施受灾严重。截至 7月 16日，区交
通运输局已出动应急抢险人员 900余人
次、应急车辆和工程机械 300余台次，清
理山体塌方 6500余立方、路面落石数处
及淤积泥沙1100余立方。”昭化区交通运
输局王奇章介绍，经过全体干部职工的
奋力抢险，国道 212线、国道G542线、进
港路、虎陈路、黑射路等险情路段恢复正
常通行。

众志成城抗“洪魔”
——昭化区全力开展抗洪抢险救灾工作纪实

鄢怀林

7月 11日，一场暴雨、山洪引发的
水灾让昭化镇石盘村的村民经历了一
场“惊天浩劫”，房屋进水、农作物被淹、
村里断电断水，洪水带来的巨大破坏力
让村民们至今心有余悸。

然而就在这几天时间里，乡间邻里
互帮互助，患难之中见真情。洪水已逝
去，留下的，是乡里乡间的好口碑；大
灾，让人们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村口受灾的商店
石盘村7社矛河坝（小地名）邓旭东

家的商店位于村口的三叉路口，足足一
米多高的地基，让邓旭东家的商店成为
村口一带的“制高点”，但依然没能躲过
被淹的命运。

7月 15日上午，七八个乡亲特地赶
来帮忙。男人们扛起了搬运家具、电器
的重活，女人们则负责擦洗和冲刷。一
个上午，这间 50多平米的店铺，光淤泥
和垃圾就拉出了十几趟小推车。

7月11日凌晨5时许，邓旭东家遭
遇洪水，所幸的是邻居乡亲前来帮忙
转移货物，大部分货物在此次洪灾中
得以保存下来。“来帮忙的很多也是遭
了灾的邻居，有些人的家里淹得比我
家还严重。等忙活完我也要去给他们
帮忙。”邓旭东说，转移完货物后，他
准备给乡亲拿点感谢费，也被大家拒
绝了。更让他感动的是，洪水退去
后，乡亲们还来帮他清理商店，在邓
旭东看来“患难见真情”的真谛在此
时体现得淋漓尽致。

店铺外的平台上，十来瓶大瓶装
的饮料是仅存的“大件”，香烟最早被
抢救出来，也还是湿了大半。趁着天
气转晴，邓旭东把湿了外包装的货物
一样样摆出来擦干晾晒，虽然心疼，
但他也知道这些货物晾干了也不能再
卖了。

7月 15日下午，邓旭东的商店重新

开张了，从城里进的第一批货以矿泉
水、八宝粥、方便面、蜡烛等“应急”物品
为主。邓旭东说，在乡里乡亲恢复正常
生活生产前，来他店里买东西都可以先

“赊账”，这是他对邻里乡亲最真挚的报
答。

留守妇女的家
7月 15日下午，石盘村 7社留守妇

女张贵秀家中特别热闹，屋子里人来人
往一番忙碌的景象，并不是家中有什么
喜事，而是洪灾后，邻居们前来帮忙清
淤。

张贵秀的老公在江苏省务工，她在
家里带3岁小儿子，7月12日上午，洪灾
发生后，张贵秀第一时间给老公打去电
话，因为有工作耽搁，最快也要下周才
能赶回家。张贵秀一手抱孩子一手清
理家中被淹没的粮食及电器，7月 14日
上午，一不小心滑到，将右脚摔伤，家里
的清理工作没有完成自己就倒下了。
社长赵全洪在得知该情况后，组织邻里
乡亲来到张贵秀家中帮忙，这让张贵秀
十分感激。

来帮忙的邻居赵福刚告诉笔者，张
贵秀一个人在家带孩子照顾家挺不容
易的，这次洪灾连家里2000多斤粮食都
被水淹了。虽然不能挽回损失，但能帮
忙还是可以帮下忙。“远亲不如近邻，谁
没个困难的时候，帮忙都是应该的。”赵
福刚说。

对于赵福刚这样的好邻居，张贵秀
打从心底里感激。她说，洪水来袭时，
自家的房子处在洪峰处，很危险。“邻居
让我们赶紧到他们家避一避，这几天睡
觉、吃饭都在他们家里，现在还帮我打
扫房子，我真的无法表达感激之情。”

在入村的主要道路上，村民自发组
成了“清扫服务队”，正在清除路上的淤
泥。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受灾
户，但大家并没有沉浸在“悲伤”中，而
是拿起铁锹、扫帚，开始为村子清淤尽
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患难见真情 邻里互助暖人心

柯林 杨森

7月10日至11日，昭化区出现强降雨，
肆虐的洪水奔腾咆哮，泥石流倾泄而下，大
量房屋被淹、道路被毁、群众被困……

灾情就是命令。面对突发的险情，
昭化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紧急启动应急
预案，全体交通民辅警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严密的组织纪律，第一时间集结
完毕，迅速到达指令岗位，切实履职尽
责，全力抗洪抢险、疏堵保畅。

排查隐患——不放松一分钟
“如果不是交警，今天早上也许有车

被埋在乱石中，后果不堪设想。”家住昭
化镇鸭浮村村民陈永福说。7月 11日 2
时 10分，该大队昭化中队民辅警巡逻到
宝（轮）昭（化）路 3KM+100M处，发现有
大量落石，立即设置了警戒带。

7月 11日 3时 58分，该大队红岩中
队民辅警巡逻到昭（化）红（岩）10KM+
500M处时，发现道路塌方……

7月 11日 5时 26分，该大队虎跳中
队民辅警巡逻到广（元）永（宁）路 93KM
处，发现山体滑坡……

暴雨如注，白龙江水位暴涨。“国道
212线、进港路等干线道路出现多处边坡
落石、路面塌陷以及部分农村道路桥梁
桥面积水等险情，行人、车辆无法通行，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7月10日6时开
始，该大队大队长冯连贵不断地接到各
中队的警情报告……

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告急！
该大队大队长冯连贵立即向区委、

区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报告了全区道路
交通安全险情，并将情况通报了区级相
关单位。要求各中队立即通过微信、微
博、12123短信平台向社会公布辖区危险
路段，进行预警提示；进一步加大巡逻的
力度和密度，对巡逻中排查发现的危险
路段，要设置警戒带，并与乡镇交管办协
同配合适时进行交通管制。

7月11时早上6时，大队长冯连贵带
领大队内设各部门民辅警紧急赶赴灾情
最严重的昭化镇开展抗洪抢险、疏堵保
畅等工作。

交通管制——不疏漏一辆车
“同志，不是我们不要你过去，是因

为道路塌方、沉陷较多，我们是为了你的

安全。”7月 11日 7时 29分，该大队元坝
中队驰援民辅警在昭化镇进港路交通管
制点苦口婆心地劝阻机动车驾驶人。

为了确保洪灾期间车辆、行人的通
行安全，该大队先后在灾情较严重的昭
化古城及周边道路的广（元）南（充）、绵
（阳）广（元）高速公路与国道 108线连接
段、广（元）永（宁）路等重点路段，以及昭
化镇至石盘村、天雄村、鸭浮村等重点农
村道路设置了交通管制点，采取车辆远
端分流、近距离危险核心区域禁止车辆
和行人通行等交通管制措施，劝导机动
车驾驶人尽量原路返回或绕道而行，温
馨提示驾驶人注意安全、减速慢行，为夜
间不能到达目的地的机动车驾驶人及乘
车人联系食宿点。

在加强路面管控的同时，该大队在
第一时间会商交通运输部门，通过停发
广元、元坝驶往昭化镇、红岩镇、虎跳镇
等洪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客运班车，从源
头上防范强降雨恶劣天气条件下可能发
生的恶性道路交通事故。

紧急救助——不丢下一个人
“真的很感谢交警，是他们及时提

醒我们转移到邻居家。”昭化镇天雄村
一组村民吴进东说。“目前，我们暂住
在地理位置相对比我家高的邻居家里，
党委政府给我们送来了矿泉水、方便面
等生活物质，生活没有问题、有保障。”

距离昭化镇天雄村不远的昭化古
城，桔柏渡街、相府街、吐费街被洪水
淹没，70多户房屋进水，景区已暂时关
闭。古城曹旭林家的房屋在洪水中垮
塌。

“这雨势太吓人了！好多年没下过
这么大的雨了……”昭化古城居民曹旭
林说。“是交警中队和派出所的民辅警
帮助我们转移安置到供销社安置点。”

“7·11“特大暴雨洪灾期间，该大队
共出动警力309人次、警车67辆次，设置
交通管制卡点 13个，设置警示交通标志
牌 38块、交通管制标志牌 26块，灾情严
重的路段管制时间长达 36小时，疏导分
流车辆5193辆次，通过微信、微博、12123
短信平台等载体向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和
群众发送路况、交通管制等信息17条次，
救助被困群众 22人次，全区未发生因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失控而引发的道路交通
事故。

泥流滚石中挻拔的“路标”
——昭化交警抗洪抢险纪实

王菲菲

“倒！倒！倒！好，停！大家伙使
把劲将垃圾搬上车……”7月 13日上
午9点，昭化镇天雄村泸苑小区内人声
鼎沸，来自大朝乡 50名党员干部正在
帮助受灾村民清理淤泥、搬运垃圾、
清洗路面。

“昭化镇在这次暴雨中受灾最严
重，大朝乡作为友邻乡镇，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早上 7点 30，大家便
带着铁铲、锄头赶来了天雄村泸苑小
区，洪水退却后，我们便第一时间前
来开展灾后帮扶工作。”刚说完，大朝
乡乡长张子迁便又忙着投入到清淤工
作中去了。

这只是昭化镇救灾工作的一个缩
影。

近日，昭化区遭遇 50年一遇的洪
水，通往昭化古城的公路中断，昭化
古城街道出现内涝，水深超过 1.5米，
多处商铺被淹。在此次洪灾中，昭化
全镇八个村一个社区均不同程度受
灾，其中受灾最为严重的是六个村一
个社区。房屋不同情况进水782户，疏
散人员 956 户 3154 人；受灾商铺 123
户，堤防 3公里，沙场 3个；农作物、
基础设施设备等受损严重。昭化镇经
济损失近2亿元，全区经济损失累计约
5.5亿元。险情发生后，昭化区各级各
部门、乡镇众志成城、齐心协力，陆
续投入到救灾工作中。

洪水退却后，消杀防疫工作是重
中之重。

13日上午 10点，昭化古城游客中
心8台机动喷雾器一字排开，来自市区
两级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受灾区
域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消杀防疫。

“大雨过后，因为生态环境遭到破
坏，蝇、蚊、鼠大量滋生，易发生自
然疫源性传染病。因此，一定要做好
环境卫生消毒，预防肠道疾病发生，
村民也要做好个人防护。”昭化区疾控
中心副主任李小建如是说。

当天上午，市区两级疾控中心组
成的卫生防疫小组携带消杀防疫器
械、物品来到昭化古城、天雄村、石
盘村，通过采取喷雾或喷洒方式，对
昭化古城、昭化镇村组内涝退后的主

要街路、商铺、人员密集场所、厕所
的遗留垃圾、淤泥积水进行重点消
杀，做到水退人进、边退边清，街头
巷尾角落零遗留零遗漏。同时，卫生
防疫小组还对古城景区、村卫生室药
品配备进行了检查，指导古城管理人
员及村民开展灾后环境清理和室内外
清洗消毒工作，落实好昭化镇传染病
监控排查，提醒村民做好自我防护以
及饮食卫生。

“李姐，你平时是我们当中最爱干
净的人。今天这么脏的淤泥，你再不
怕弄脏你的裤子哦？”

“这种关键时候，哪个还讲究这些
哟！再说，这也是在打扫我自己的

‘脸面’。”
在古城游客中心清淤工作中，昭

化古城文旅公司工作人员苦中作乐道。
“7·11”特大暴雨中昭化古城游客

中心的停车场全部被淹，13日，古城
文旅公司工作人员、区城管分局干部
面对 5公分厚的淤泥，不怕苦不怕累，
脏活累活抢着干，经过数小时的奋
战，游客中心停车场已基本清理干净。

在昭化古城汉寿广场、桔柏渡
街、战胜坝、西门停车场，昭化镇沙
湾亭村民聚居点，石盘村等受灾现
场，遍布着区人大、区政协以及100余
名由区级各部门、乡镇党员干部组成
的共产党员应急抢险服务队队员的身
影，一张张爬满汗水的脸庞把党旗印
得格外鲜红。

15点 30，首批从红十字总会下发
的救灾物资抵达昭化镇物资临时存放
点，60床棉被、100床毛巾被、100件
衣服、40个家庭包，价值 10万余元的
救灾物资随后发放到受灾最严重的群
众手中。据了解，接下来，区红十字
会还将前往射箭、卫子、红岩等受灾
乡镇发放救灾物资。

据不完全统计，入汛以来，昭化
区委区政府先后组织全区560余个党组
织、8000余名党员干部参与抗洪救灾
各项工作，设置临时安置点 72个，紧
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游客 2.9 万余
人，发放救灾物资6.7万余元，将党和
政府坚决打赢抗洪救灾战的信心和决
心传递到每个地方、每名群众。

大灾面前不退缩 齐心协力抗洪魔
——昭化区干部群众全力开展抗灾自救掠影

本报讯（鄢怀林）“7·11”洪灾给昭
化区造成严重损失，昭化镇是此次洪灾
的重灾区，连日来，昭化区疾控中心在
昭化镇开展了消毒、杀菌、杀虫卫生防
病知识宣传等工作。

7月 15日，笔者在昭化镇石盘村 7
社看到防疫人员正使用喷雾器在村口、
村民家中喷洒消毒药物。随后，昭化区
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把村民集中到农户
家中，开展了卫生防病知识宣传，并发
放了《洪灾后卫生防病知识》宣传资料。

据昭化区疾控中心主任漆志军介
绍，为做好洪涝灾后卫生防病工作，仅
在昭化镇就投入了67名防疫人员，开展

灾后饮用水消毒、饮食卫生、疾病预防、
受灾环境、家庭及环境消毒和传染病主
动搜索工作，并向受灾群众开展了洪涝
灾后卫生防疫知识宣传。尤其是对灾
后可能引发的夏季常见肠道传染病开
展主动监测和搜索，采取切实有效的控
制措施，严防灾后食源性疾病等公共卫
生事件的发生。

漆志军告诉笔者，下一步昭化区疾
控中心将开展灭鼠、灭蚊工作，降低鼠
和蚊虫的密度。截至目前，昭化区尚未
发现、发生疫情，受灾群众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各项灾后防
疫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昭化区积极开展灾后卫生防疫工作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7·11”超50年特大洪水造成昭化镇大面积受灾，古城内停水断电，进出昭化镇的公路被
淹，一时间，昭化镇成了一座被围困的孤岛。在得知昭化镇遭遇到50年一遇特大洪涝灾害后，社会各级立即行动起
来，大朝乡及剑阁县加大剑昭旅游公路的清阻保畅，确保了通往昭化镇的最后一条救援通道。昭化区交通、水务、电
力、公安、应急、城管等相关部门组织人力赶赴昭化抗洪救灾。同时，昭化镇组织干部群众积极开展自抢自救，与洪
水赛跑，掀起了全社会共同抵御“洪魔”，恢复美好家园的高潮。 昭宣 奉平 王菲菲 摄

转移被困群众。

冲洗进出昭化古城旅游公路。

洪水退后，古城群众正在清淤。

古城居民自发清理景区。

剑阁县支援昭化抗洪救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