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水无情人有情。宿松县广大干
部群众闻“汛”而动，他们的身影奔波于
防汛抢险、巡查值守、转移群众的现场，
成为防汛救灾一线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防汛工棚里的村书记

“大家赶紧把排水沟挖出来，一定
要把这里的积水赶紧清理。”7 月 12
日，宿松县曹湖村党总支书记董田槐
正在焦急地指挥防汛民工排除一处走
渗点的险情。

“这处走渗点是民工刚刚巡堤的时
候发现的，已经渗出了不少水，他们必须
赶紧把积水排出去，如果积水太多，容易
出现对坝体结构构成威胁。”董田槐说。

此时，董田槐来不及换穿雨靴，脚
上一双布鞋跑到了稀泥里，跟民工们
一起挖排水沟。很快，积水顺利排了
出去，险情得到有效处置。

处置完险情，踩着湿漉漉的布鞋，
已经一夜没有休息的董田槐，接着召
集民工在防汛工棚里开了一个简短的
会议。“虽然大家很辛苦，但一定要绷
紧防汛这根弦，不能麻痹大意，坚持
24小时不间断巡堤，能早一点发现险
情，就多一分安全保障。”董田槐说。

从7月6日开始，董田槐在同马大堤
上坚守了十几天，不知道在1号、2号、3
号防汛工棚之间跑了多少个来回。平时
他还要安排好民工们的生活，跟大家一

起巡堤查险，每天他都只能休息三四个
小时。为了确保险情早发现、早上报、早
处置，董田槐发动党员组建党员突击队，
哪里有险情他们就冲在哪里。

不一样的防汛战场

7月 10日，宿松县委宣传部干部
张燕接到通知，前往永天圩执行撤离
群众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张燕赶紧
准备防汛装备，和工作组其他人员一
起乘车赶到汇口镇投入战斗。

他们来到永天圩上，看到江水已逼
近堤顶，拍打堤坝的江水溅湿了大家的
衣鞋。张燕和工作组员们深一脚浅一
脚地走在圩里的沙地上，心里直打鼓。

“怕肯定是有点，但我们不能表现
出胆怯，越是危急关头越要镇定。”张
燕说。工作组的同志挨家挨户劝导，
让群众尽快撤离，并协助村民收拾行
李，做好家里的善后工作。

汇口镇三洲村村民余锋年看着家
里带不走的粮食和几十只鸡鸭，迟迟
不愿撤离，任凭张燕费尽口舌，他也舍
不得这些家当。为了不耽误撤离工
作，工作组协助老人收拾好粮食，把鸡
鸭集中安置好，他才配合撤离。“还有
位大姐舍不得自家地里的玉米，我来
不及多想就迅速跑到地里，忙活半个
小时帮她摘完玉米，装车运走，大姐才
放心撤离转移走。”张燕说。

当责任区域内的群众都转移到安
全地点后，工作组又到村内逐一上门
喊话、清查，确保不能留下一个人在圩
内。忙完转移群众工作，张燕并没有
停歇，他又和当地的志愿者一起采购
生活物资，分发到各个安置点和武警
官兵驻地。就这样，两天下来，他才睡
了不到6个小时，早已疲惫不堪。但
张燕的防汛任务还没有结束。

7月13日，张燕再次接到任务，前
往同马大堤复兴镇同兴村责任段巡堤
查险。一到那里，张燕就不把自己当

“外人”，和乡村干部、民工们一起到堤
坝上去巡堤、清除杂草，查看堤坝背水
坡是否出现渗水或管涌。“我是党员，
关键时刻就得豁得出去！”张燕的声音
有些沙哑，但却无比坚定。

巡堤查险的90后

“从堤坝的顶部延伸到脚部，我们
都要仔细巡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和险情，还要逐个排查水井有无洪水
倒灌的现象。”90后大学生石浙安说。

石浙安出生于 1998 年，今年 22
岁，家住宿松县洲头乡宗营村，是安徽
工业大学的大三学生。暑期留守在
家，看到江水不断上涨，他总想着能做
点什么。得知村里招募志愿者到巡堤
的信息后，他立即报名参加，奔赴同马
大堤抗洪救灾一线。

“在我们村里，留守在家的大都是
老伯伯、老爷爷，我想着自己年轻一
点，就跟家人商量去守护堤坝。”石浙
安说。从7月 11日上堤以来，石浙安
一直坚守在同马大堤上。巡堤工作很
辛苦，烈日下的炙烤，把这位年轻的
90后的脸庞和脖颈晒得发黑。每天
的巡堤重复着一遍又一遍，他从不感
到枯燥乏味，拿起竹棍反复拨弄杂草
和落叶，查看泥土是否松软，有没有渗
水现象，俨然成了一个“老把式”。

每次巡堤一趟下来，石浙安的额
头滴落着大颗的汗珠，汗水浸透衣
背。石浙安的家就在长江边上，他是
看着父辈们跟洪水搏斗的经历中长大
的，深知防汛抗洪就是保卫自己的家
园，不管巡堤条件多么艰苦，他都能忍
受，从不叫苦叫累。这个出生在农村
的大男孩，从5岁开始就帮着父母干
家务做农活，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习
惯用乐观的心态去面对苦难的生活，
用实际行动展示90后的社会责任。

“对于居住在江河边的老百姓，防
汛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每家每户都应
该尽到责任。作为一名90后，来到堤
坝上值守，就是为了保卫我们自己的
家园。”石浙安坚定地说，“以前防汛的
时候，都是老一辈上战场，现在他们逐
渐老了，我们年轻人肯定要挺身而出，
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

通讯员 孙凯华 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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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面对严峻的防汛抗
洪考验，宿松县各级党组织迅速
行动，及时调整充实防汛救灾工
作指挥部力量，成立防汛救灾工
作领导小组，安排专人24小时值
班值守。各级防汛指挥机构主要
负责人深入防汛一线，靠前指
挥，现场督促检查防汛救灾工
作，进一步落实防汛责任。

实行县级领导联片包乡、部
门领导联乡包村、乡镇领导联村
包组、党员干部联组包户的“四
包”责任制，全面排查防汛重点
地区受洪水威胁的群众及堤顶居
住人员，加密巡查频数、摸清底
数，做好受灾群众转移集中安置
工作。在各重点地区居住人员全
部转移安置到位后，及时落实安
置点的安全管理、物资管理、卫
生防疫、生活保障、心里疏导等
工作，认真进行“回头看”，加密

会商研判，及时上报险情，确保
不留盲区、不漏一人。

7月10日晚，该县防指发出命
令，紧急撤离长江江外民圩永天圩
内居住人员。命令发出后，宿松县
直机关单位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一
线，与联系村的村干部一起商讨解
决灾情方案，把防汛责任落到实
处；该县900名党员干部组成150支
防汛突击队，积极开展汛情巡查，
义务帮助群众抗灾救灾，及时转移
并妥善安置受洪水威胁的群众。

截至目前，该县2000余名党
员干部投入到防汛救灾工作中，通
过成立“党员防汛急救队”“党员
救灾科技辅导队”“党员水利设施
修固组”“党员医疗服务队”等队
伍，成功从洪水中救起3人，帮助
解决4000余人汛期困难，有效挽
回直接经济损失50余万元。

（通讯员 肖丹妮 徐浩）

在防汛救灾一线擦亮党员先锋底色

本报讯 “贺妹，你家后面的
排水沟堵塞了，赶紧疏通一下，我
忙完手上的活就来帮忙.”“好的，我
马上去。”姜万顺和贺玲华是邻居，
在一个联防组内，有什么事相互提
醒、相互帮助。

趾凤乡位于宿松县北部山区，
进入汛期以来，遭遇多轮暴雨侵
袭，山体含水量饱和，极易发生滑
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针对点多面
广，监测难度大的形势，该乡建立

“五户联防”机制，按照地域相近、
人员相亲的原则，每五户编入一个

联防组织，实现联防联治，做到早
发现、早报告、早处理，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疫情防控的“十户联防”发挥
了重要作用，现在成立防汛抗灾

“五户联防”，有事相互帮助，没事
谈谈心，大家亲了不少。”九重城村
的联防长贺志名感慨地说。目前，
该乡已组建“五户联防”小组 375
个，组内群众邻里守望，相互帮助，
相互提醒，形成了组内事情组内
办，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机
制。 （通讯员 吴平）

趾凤乡：“五户联防”邻里守望

“自防汛以来，我每天至少要和
他打十几个照面，他的不停歇，换来
了防汛期间堤顶公路的畅通安全。”谈
起交警队长何增贵，宿松县洲头乡金
坝村党支部书记石卫东说。

何增贵是该县公安局交警五中队
队长，7月 10日，面对日益严峻的防
汛形势，他放弃了计划于7月 11日参
加的在职研究生考试和随后的膝盖囊
肿手术，选择到防汛救灾一线坚守。

作为防汛主战场辖区交警中队负
责人，何增贵明白肩上的责任和重
任。7月 10日晚，他在参加完大队防
汛紧急会议后，没有进家门，连夜驱
车80多公里赶回防汛主战场永天圩，
了解三洲和泗洲村村民居住情况，查
看永天圩和堤顶公路路况，为11日群
众转移和防汛、抢险、救灾，掌握一
手交通情况。凌晨三点多他回到中队
办公室后继续挑灯夜战，起草汛期辖
区交通管控方案，在主要交通管控区
域排兵布阵，一夜未眠。

11日清晨，大队首批40名防汛抢
险突击队到达中队时，何增贵刚刚起
身洗了个凉水脸。时间紧急。他立即
召集抽调的警力集合，安排工作，并
从副大队长胡洁森手中接过防汛抢险
突击队队旗向永天圩出发。来到防汛
一线，永天圩的居民正在转移。他协
同大队防汛一线负责人迅速将警力安
排在群众转移的主要路口、漫水路
段，弯道和坡道，及时提示转移群
众，不急不躁，不超速，不超载，确
保转移交通安全。在维护秩序的同
时，他积极主动搀扶老人，帮助群众
搬运物品。他自己驾车一个个路口
跑，对交警执勤进行指导，确保了
1900多名群众转移期间，道路出行安
全畅通，无交通事故发生。

7月 12日凌晨，随着永天圩进洪
口分洪，交警的职责由转移群众交通
安全转变为对堤顶公路实施交通管
制，确保防汛、抢险和运送物资车辆
安全畅通。何增贵又迅速协助大队防

汛一线负责人调整勤务，把有限警力
分布在40余个路口，劝阻非防汛车辆
上堤通行。当天晚上，为了防止转移
群众进入分洪区，他通宵在三洲村路
口守护。

7月 13日下午，何增贵在三洲村
一交警执勤点安排勤务时，额上冒着
冷汗，胃痛得厉害，他随身坐在地
上，打开公文包拿出多种胃药服下。
在他服药的时候，辅警小吴连忙跑过
来扶着他，在他的药盒中看到一张
《准考证》。小吴在何增贵胃疼稍微缓
解时问：“何队长，你都当中队长了，
还学习考试啊？”何增贵疲惫地说：

“如果不是防汛，前天我就去参加省委
党校在职法学研究生考试了。不学不
行啊，人要跟得上新时代。”

在防汛抗洪一线，何增贵既是指
挥员又是战斗员，还是八十多个人的

“保姆”，负责着在一线执勤人员的后
勤保障工作，每天工作不低于18个小
时。为了让一线民警、辅警无后顾之

忧，他想方设法保障干警们的生活和
住宿，准时把快餐送到大家手中。夜
间到住宿驻地逐一了解大家的要求，
力所能及地帮助大家解决一些生活上
的难题。在他的后备车箱里时刻准备
着洗漱用品、花露水、风油精、蚊
香、十滴水等用品和药品，及时送给
有需要的民警辅警。

7 月 16 日，气温升高，烈日暴
晒，在堤顶公路上的执勤交警晒成了

“焦警”。为防止交警值勤时中暑，他
立即联系了10多顶遮阳伞，拿着铁锹
到堤顶公路交警执勤点一一挖洞安装
好，两只手磨出了血泡。连日的劳累
使何增贵的膝盖囊肿病情加重，酸疼
难忍，半天蹲不下；昔日的“白面书
生”成了防汛战场上的“黑脸关公”。
针对同马大堤堤顶公路夜间散步群众
较多的现象，何增贵克服膝盖疼痛，
手持宣传喇叭，带队开展徒步巡逻，
宣传安全知识，保障群众夜间安全。

通讯员 李政平

防汛大堤上的“黑脸”交警队长

本报讯 宿松县定居合肥的
离退休干部约600余人，其中党员
约占40%。为切实加强对流动离
退休党员的教育管理与服务，宿松
县设立驻合肥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为定居合肥的离退休党员干部建
了一个“新家”。

该县积极解决党支部活动阵
地、支委班子、工作经费等实际问
题。在省委老干部局、包河区委老
干部局的大力支持和合肥市宿松

商会的倾情帮助下，宿松籍企业家
宋凡伸出双手，无偿提供约40平方
米的办公房，作为宿松驻合肥离退
休干部党支部固定的活动场地。
经过老干部推荐、组织考察、集体
研究，选配3名党性强、威望高、身
体好、乐于奉献的退休干部党员组
成支部委员会。

宿松县驻合肥离退休干部党
支部现已登记的流动党员70余人。

（通讯员 高海松）

宿松县：离退休党员干部有了“新家”

本报讯 7月 18日下午，正在
宿松县洲头乡永天圩参加防汛工作
的宿松县民兵应急队伍接到群众报
告：永天圩东埂出现险情。

一直在洲区指挥防汛的该县
人武部政委王奕迅速向驻守在洲
头的河塌乡、高岭乡民兵队员下达
抢险命令。55名应急队员迅急集
结，手持抢险工具向2000米外的险
段跑步前进。从接到报告到投入

战斗，前后不到 10 分钟。不一会
儿，天气突变，下起了瓢泼大雨，给
抢险增加了难度。10多名当地村
民自发赶来，加入到抢险队伍之
中。下午17时30分，堤坝加固了，
但需要进一步稳固。直到晚上19
点多，700余米的险段得到了加固
完善，大家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
驻地。

（通讯员 王宇平 廖周祥）

洲头乡：风急浪高固圩堤

◀7月16日，宿松县两家公司
先后来到复兴、洲头防汛值守卡
口，给防汛一线值守干群送去了
水、方便面、面包、防虫蚊香等
近2万元的防汛慰问物资。

通讯员 张晓珍 摄

捐赠物资抗洪

本报讯 宿松县地处安徽、江
西、湖北三省交界处，西端汇口镇是
长江进入安徽的第一站。强降雨影
响下，长江汇口站水位逼近历史最
高值。7月11日，该县在全省范围内
率先进入防汛应急Ⅰ级响应。

7月15日，连日的暴雨暂歇，天
气更加闷热。第二天就要入伏，16
时5分，汇口镇汇口中学安置点原
有的80千伏安变压器被更换，增容
至200千伏安。通电后重新转起的
电风扇送来一阵清凉，吹散了室内
的热气。“昨天晚上，安置点的变压
器负载已经到70%了，平时一般在
50%左右。”汇口中心供电所所长梅
乐艳难掩焦虑，“天一晴，负荷就跟
着用电需求上来了。”

不能等到满负荷时再做打算，
得防患于未然。梅乐艳当机立断，9

时20分向宿松县供电公司申请。15
时许，新的变压器就从60千米外的
宿松县供电公司运抵汇口镇。等在
现场供电所员工迅速展开作业，1个
小时左右完成了变压器的更换。

“用电方面有专人负责，上面
有供电所员工的联系方式，群众有
需求就打电话。”汇口镇副镇长徐
德红说，现在村里电瓶车很多，有
充电的需求，供电所响应很快，在
食堂外面装上了专门的插座。安
置点里多是老人，为了保障用电安
全，也专门装上了漏电保护器。14
日上午，汇口段的30个防汛棚搭建
完毕。防汛棚搭一个、供电员工送
电一个，搭在哪里、电就送到哪里；
3个管涌处，每处被加装了4盏电
灯，方便防汛人员夜间抢险和监测
险情。（通讯员 田雪乔 沈新荣）

为受灾群众紧急“加电”

◀▶近日，宿松县公益协会
的公益人士前往同马大堤宿松段
慰问受灾群众和武警官兵，给该
县受灾的汇口镇、洲头乡各送去
100件折叠床、100件睡袋、100件
防潮垫，给驰援宿松抗洪一线的
武警官兵送去 540 箱矿泉水、200
箱方便面。

通讯员 何晓 尹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