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18日至 19日，岳西县姚河乡
普降暴雨，平均降雨量达到 220.8 毫
米，马石村最大降雨量达304.1毫米。
暴雨导致境内山体滑坡、落石塌方频
发，公路损毁，桥梁冲断，造成巨大经
济损失。为全力保障姚河乡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姚河乡广大干群立即
奔赴“战场”，争分夺秒防汛救灾。

深入一线 转移安置群众

汛情就是命令，防汛重于泰山。
姚河乡党委、政府防汛期间严格落实
包保责任制，在收到暴雨气象预警
后，全体乡村网格包保干部立即下沉
到防汛救灾一线，把防汛救灾作为当
前第一位的任务，加大排查力度，严
格按照“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要求，全面动员切坡建房户、危旧房
户开展移床、人员转移安置及锁门行
动。截止18日晚7时，共计转移42户
104人，其中集中安置18户49人，分
散安置24户55人，每个转移安置点
都安排了1-2名工作人员专职进行管
理，防止人员回流和其它安全事故的
发生。

灾情发生后，姚河乡党委副书

记、乡长严高升始终坚持以身作则，
到灾情最严重、抢险最困难、群众最
需要的地方进行现场指导，解决实际
问题。全体乡、村干部发扬不怕疲
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团结带领群众
筑牢战胜洪涝灾害的坚强战斗堡垒，
以在危急关头、危险时刻的实际行
动，带动广大群众增强信心、战胜灾
害、渡过难关。

党员带头 奋力抢险抗灾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
员就是一面旗帜。在防汛工作中，党
员是主力军，也是先锋队。

“昨天河里的水太大了，直接泛
过大坝把旁边那块茶园淹了。我当时
特别害怕，都急哭了，但我是一名共
产党员，关键时刻不能退缩。”今年
65岁的班大云是姚河村小街组的组
民，也是一名女共产党员。面对来势
汹汹的洪水，她克服自己的恐惧，发
挥一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村
委会过来的路都因为塌方被堵死了，
他们进不来我们也过不去。我就马上
打电话到村里反映这边的情况，又拍
了照片和视频发给村委会主任。等雨

变小了，我就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的
人员，提醒他们赶紧把手机、电灯充
满电，又提醒他们晚上不要睡得太
沉，要睡在楼上……”

汛情当头，像班大云这样的共产
党员还有很多，他们通过加入各村组
建的“抢险救灾分队”，冲锋在第一
线、战斗在最前沿，积极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第一时间抢通水电、清理道
路塌方及淤沙、清除受灾群众屋后落
石，确保群众生产生活不受影响，成
为群众的主心骨和贴心人。沈桥村第
一书记王钰豪私车公用，冒雨上门转
移群众；龙王村委会副书记张克胜，
在道路塌方无法通行的情况下，徒步
去往火岭、上湾、下湾、西河、杮树等
组，逐户查看灾情，并拍照上报……

守望相助，共抗洪灾

洪灾无情人有情，人民群众间的
守望相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
庭的温暖。

7月18日，暴雨引起山体塌方导
致道路中断，6辆过路车被迫停留在王
德华家门口的广场上。车窗外倾盆大
雨，天色渐暗，被困人员只有下车寻

求帮助。“当时雨下的太大了，我正巧
碰到他们在询问附近有没有能吃饭的
地方，就赶紧把他们喊到我家里来
了。”王德华是姚河村江嘴组的组长，
见被困人员需要帮助，他客客气气的
将他们带回家中，给他们一人煮了一
碗鸡蛋面。“将心比心吧，我也时常在
外跑车，出门在外大家都挺不容易
的，能帮一点是一点。”朴实的话语中
透露着最大的善意。

18日，姚河街道积水，部分沿街
居民家中进水，在抢险救灾小分队的
带领下，周围群众自发加入其中帮忙
填装沙袋，阻止洪水再次进入居民家
中；梯岭村一贫困户家屋后塌方，涵
洞被堵，导致雨水无法正常排出，冲
刷地基。由于该贫困户不在家，周围
村民便自发到他家屋后帮忙清理涵
洞，排出雨水……

风雨之后，终见彩虹。由于响应及
时、处置果断，各项防范工作落实到
位，截至目前，姚河乡无一例人员伤亡
事故发生。7月19日晚6点50分，天气
放晴，两道彩虹悄悄地出现在姚河上
空。姚河乡的广大干群正紧锣密鼓地进
行着灾后恢复工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正常有序。通讯员 储建军 查冰凌

风 雨 之 后 终 见 彩 虹
——姚河干群防汛“扫描”

新闻广角

本报讯 7月 16日，在望江
县同马大堤江调圩，王迎港正在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71625部队坦
克七连的战士们一起装沙袋加固
子堤。“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参
加抗洪抢险是我应尽的职责。”
王迎港说。

王迎港是岳西县温泉镇人，
1997年出生，2017年大学期间入
伍，2019 年退伍继续回大学学
习。今年暑期在新闻上获悉长江
水位持续上涨，防汛抗洪形势严
峻的消息后，他就萌生了到抗洪
一线参加战斗，尽一份退伍军人
职责的想法。在家人的支持下，
7月14日，王迎港来到了望江县
同马大堤江调圩。

在同马大堤，王迎港正好
遇上自己的老连队。王迎港就
写 了 请 战 书 ， 请 连 长 交 给 上
级。“党支部第一时间批准了王
迎港请战要求，王迎港立即和
连队全部官兵一起投入到抗洪第
一线，连队官兵深受鼓舞。”中
国人民解放军71625部队坦克七
连连长徐迟说。

归队后，王迎港被安排在江
调圩负责导渗沟砂石料的装运工

作。考虑到他已经退役，连队没
有给他安排抢险任务，但王迎港
处理完手上的工作，都是马上赶
到抢险一线，和昔日的战友们一
起装沙袋、筑子堤，日夜奋战，
确保江水“不越雷池一步”，保
障同马大堤的安全。

王迎港主动归队，和战友并
肩奋战的消息在同马大堤迅速传
开，奋战在抗洪一线的战士们深
受鼓舞。“王迎港同志能够参加
此次抗洪抢险，我们感到很高
兴、很振奋，这就是军人退伍不
褪色。”中国人民解放军71625部
队坦克七连四班班长王安邦说。

虽然长江水位稍有回落，但
防汛任务任然艰巨。笔者得知，
王迎港还在和战友们奋战长江抗
洪一线，并誓言洪水不退，他就
不退，坚决夺取抗洪抢险的全面
胜利。

“来到望江抗洪一线，和战
友们一起并肩作战，虽然很辛
苦，但是很值得，作为一名退役
军人，若有战、召必回，要全力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王迎港说。

（通讯员 吴传攀 朱森森）

退伍不褪色 抗洪当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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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入汛以来，岳西县
天堂镇城东社区党委立即作出安
排部署，及时启动汛期应急预案，
迅速组织人员到组检查了解灾
情。农田积水严重，农作物、林木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折断，部分居
民屋后倒塌，屋内不同程度进水，
多条组级道路水毁严重等，给群
众的生产生活和出行带来不便，
直接造成经济损失达280万元。

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和
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降低和
预防事故发生，城东社区迅速组
织广大党员志愿者全力以赴开展
灾后生产自救工作。和平组吴功
德户在此次灾情中，屋后塝倒塌
严重，他积极主动开展自救，他说

“这次洪涝灾情严重，很多地方都
受灾了，我家屋后请工花了3000
元，这样关键时刻我们要积极自
救”。泥湾组两处河坝倒塌，组长

卢毓贵立即组织该组居民进行河
坝抢修，排水排涝，及时控制险
情。杨湾组组级道路被冲毁，路
基洗空，社区包点干部及时组织
14户居民召开会议集资3万元元
用于道路修复。截至目前，社区
共出动大型机械 5 台，抢险人员
130余人，修复受损道路8条。

在此次防汛抗灾中，城东社
区坚持“主动防灾，充分备灾，科
学救灾，有效减灾”原则，严格落
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
安排专人巡查，对隐患点设立警
示标志，及时发布气象灾害预警
信息，指导居民科学预防洪涝灾
害，全方位畅通信息渠道，确保预
警工作到位、组织群众自救到
位。加强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
增加救灾物资储备规模和数量，
为救灾提供有效保障。

（通讯员 李晗 王节晴）

岳西城东社区全力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本报讯 进入梅雨期以来，
岳西县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房
屋、道路、农田等受灾严重。面对
异常严峻的防汛形势，岳西县各
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团结带领广大
群众万众一心，全力抢险救灾。

受强降雨影响，田头乡闵山
村下徐老屋组程千焰等四户屋后
发生山体滑坡地质灾害，且影响
该村 4 个村民小组群众出行安
全。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转移
安置受威胁群众，积极帮助消除
安全隐患，避免次生灾害发生。

针对该处发生的山体滑坡地
质灾害，为尽量降低受灾群众的财
产损失，闵山村党支部连续组织党

员志愿者的上门帮助清理家中淤
泥，赢得受灾群众的一致好评。

为尽快消除滑坡地质灾害隐
患，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26地
质队派出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人员，
对该滑坡地质灾害进行了实地调
查，并按照应急处置方案，立即科
学进行施工处置，消除安全隐患。

今年，该村受强降雨影响，导
致房屋屋后塌方 75 户，塌方 37
处，农作物损毁面积达 50 余亩。
面对异常严峻的防汛形势，该村
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
用，做到转移安置冲在前、抢险救
援冲在前、生产自救冲在前，让党
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通讯员 吴传攀 陈庆鹏）

党员冲锋在前 全力抢险救灾

本报讯 近年来，岳西县白
帽镇余河村坚持党建引领，大力
发展特色种养业，不仅带动贫困
户增收致富，还壮大了村级集体
经济，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奠
定坚实基础。

在该村莲藕龙虾综合养殖基
地，脱贫户祝民权在忙着给龙虾
喂食。祝民权以前在外地打工，
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在工地都是
干体力活。自从村里开办了综合
养殖基地，他就在这里上班。像
祝民权一样的在这里上班的共有
6名贫困户。

“我在龙虾基地工作，一个
月有2000元，一年的收入在2万
元左右，这儿工作比在外面打工
好得多。”祝民权说。2017年，该

村通过“三变”改革，流转150亩
土地，实施莲藕龙虾综合养殖，
每年带动18户贫困户稳定增收，
每户年均分红1500元，每年付给
农户土地流转费6万元，年均为
村集体经济增收近30万元。

当下，该村孟屋生态果园专
业合作社的梨园开始采摘，吸引
大量游客前来采摘。该梨园基地
有翠玉、翠冠等品种，采摘期
长。合作社常年有6户贫困户务
工，每年付劳务工资7万元。

“我们通过‘合作社+农
户’模式，发展梨园200亩，带
动贫困户14户，户均每年增收1
万元。”岳西县孟屋生态果园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孟银学说。

（通讯员 吴传攀）

白帽余河村：特色产业促农增收

本报讯 “以前汛期总担心河道
溃坝，我们住在这里不安全。现在政
府加大了中小河流治理力度，我们住
着非常放心。”居住在岳西县毛尖山水
库附近的群众如是说。

6 月 14 至 15 日岳西县普降大暴
雨，衙前河水位迅速上涨，毛尖山水库
溢洪道遭遇60年一遇的洪水考验。6
月 15 日晚 22 时 36 分，过洪水位达
3.5m，最大下泄流量约1000m3/s，洪水
位363.1m。

衙前河防洪，是岳西县面临的严
峻事实。县城上有龙井水库，是顶在
县城居民头上的一盆水，城东大桥处
河道狭窄，阻碍洪峰过境；下游毛尖山
水库因以前缺乏调控工程也无调控手
段，稍下雨就会形成尾水顶托，洪水位
可达廊桥，以下部分居民都在淹没线
以下，直接威胁广大城关市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岳西县政府多方筹措资金
近4000万元，釆取降低溢洪道底和增
设液升降坝的办法来提高毛尖山水库
泄洪能力及保持水库现有正常水位。
同时，增设液压升降坝保持现有水库
正常水位364.7米，实行合理调度，可
充分利用水资源。

2020年 6月 2日入梅以来，岳西
连续遭受两轮强降雨袭击，15日8时
至16日8时，岳西县普降大暴雨，27个
站点超过100毫米；20日8时至23日7
时，34个站点降雨超过170毫米、21个
超 200 毫米、3 个超 300 毫米。据核
查，已实施的中小河流治理工程，无一
处造成洪水灾害，根据岳西县今年雨
情和灾情测算，2020年防洪减灾直接
和间接损失达7.5亿元。

来榜河属潜水干流上游段，源头黄
毛尖和公界尖之间的来榜坳为潜水的

发源地，至三河坪有大埠河、宝纛河汇
入，集黄茅尖、多枝尖、驮尖、锅斗岩等
县内最高峰东南坡之水。上游河道较
陡，汇流时间短，洪水灾害频繁，历次洪
水均给沿河人民带来严重的灾害和重
大损失，始终是两岸人民的心腹之患。

潜水来榜镇段治理工程于2017年
10月开始建设，2018年9月完工，新建
及加固堤防2.95km，恢复及加固拦河
堰3座。通过治理，来榜镇区、4个行政
村居民区，以及0.9万亩农田得到保护，
受益人口达2万人。2020年6月15至
16日，岳西县普降大暴雨，来榜镇花墩
站 24 小时降雨 217.7 毫米，为全县之
最，来榜全镇水毁河堤97处，长7830
米，横河、三河河堤水毁严重。中小河
流治理后的来榜河防洪墙完好无损，
没有发生水毁和洪水溢顶现象，两岸
居民生命及财产安全得到了保障。

2016年以来，岳西县共实施了7
处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建设性治理中小
河流项目。累计治理河道48.1公里，
保护耕地 9.15 万亩，受益人口 14.2 万
人，保护乡镇9个。治理后的河段，防
洪标准由不到5年一遇提高到了10至
20年一遇，工程等级为4至5级。防
洪能力明显提高，河道功能明显改善，
治理成效较为显著。

自2011年开始，岳西县利用中小
河流治理项目对河道进行治理，尤其
是2016年洪灾以后，岳西县争取灾后
水利薄弱环节建设性治理中小河流项
目7处，对9个乡镇集镇区河道进行了
治理，工程总投资2.5亿元，超过历年
投资总和。中小河流治理项目的实施
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提供了安全保
障，促进了地方经济建设的发展。

（通讯员 王云峰）

推进中小河流治理

岳 西 为 群 众 系 上“ 安 全 带 ”

6月下旬以来，连续的强降雨天
气引发的洪涝灾害给岳西县店前镇造
成严重损失。面对雨情、汛情，店前
镇党员干部和青年志愿者担当作为，

坚守一线，全力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
工作中，紧急转移安置57人、分散安
置57人，党旗在抗汛一线高高飘扬。
通讯员 王云志 徐芬 程青 摄

岳西店前镇党员志愿者全力入抗洪救灾

▲中心村组织应急队员用沙
袋筑堤为大塘排除险情

◀店前村应急队员和志愿者
在抢修司空河店前段大堤

▼天台村党员志愿者正在清
除山体滑波杂物确保道路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