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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马丙宇

“王专家，看把你热的，俺给你扇

扇。”

“不用，不用。”

7 月 27 日上午 10 点，气温升至

31℃。黄河北岸，新乡平原示范区桥北

乡盐店庄村的万亩桃园里，河南省农科

院园艺所副所长王东升冒着酷暑给桃

农“传经送宝”。豆大的汗珠映着阳光

从脸颊滑落，蓝色的上衣也被汗水浸透

变成了墨蓝色，王东升一手拿着剪刀，

一手拿着桃树枝讲解，顾不上擦汗。站

在边上的桃农朱世文拿起自己的蒲扇，

心疼地给王东升扇扇子，王东升连忙阻

拦。

朱世文今年75岁，是名老党员，他

从2008年开始在村委会的带领下种

桃，13年的种桃经历让他成了种桃“土

专家”。

目前，朱世文家总共种了40多亩

桃树，三个儿子每家10亩，他自己种了

10亩，一亩地平均收益六七千元。

“王专家讲的技术实用，好懂也好

操作。”朱世文说。

“桃树耐旱不耐涝，老乡一定要尽

快排出桃园积水，别影响明年产量。”王

东升强调。

看着王东升要到其他桃园指导，朱

世文赶忙拉住王东升：“说啥也得把电

话留给俺，明年摘桃给你送去。”朱世文

的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实习生吕舜）7月

27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防汛救灾新

闻发布会（第六场），回应社会关切。

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李长训

介绍，7月16日以来，截至7月27日12时，据

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统计，此轮强降

雨造成全省150个县（市、区）、1573个乡镇、

1331.98万人受灾，因灾遇难死亡71人。

我省农作物受灾面积1017.1千公顷，成灾

面积457.4千公顷，绝收面积148.1千公顷；倒塌

房屋1.55万户、4.85万间，严重损坏房屋3.65万

户、13.21万间，一般损坏房屋11.16万户、31.42

万间。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核查评估统计之中。

李长训介绍，我省发生特大洪涝灾害以

来，社会各界爱心单位和爱心人士发扬“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与灾区人民风雨

同舟、守望相助，踊跃捐款捐物，奉献爱心善

举，为战胜洪涝灾害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7

月26日16时，河南省各类慈善组织、红十字会

共接收捐赠49.49亿元（定向捐赠4.18亿元，非

定向捐赠45.31亿元），已拨付38.66亿元。全

省民政临时救助3562人，救助对象房屋受损

17439所，发放临时救助金371.9万元。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孙雅琳马丙宇赵博文/图

红色，代表着活力、积极、热诚和温暖，在遭受严重洪

涝灾害的新乡、卫辉，无论城区还是乡村，处处可见的红

色马甲、红色袖章、红色条幅，犹如一团团跳动的红心，向

需要帮助的人暖心地伸出援助之手。

老冷不“冷”

7月26日，记者第一次见到“中国好人”冷中玉时，他正在打电话协调

两台铲车来支援卫辉，黑色T恤外面套着红色马甲，胸前的党徽熠熠生

辉。今年56岁的冷中玉，是原阳县城关镇米庄村一名普通农民，自从

1998年在长江抗洪期间一个人开着三轮车为湖北捐赠物资后，汶川地震、

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鲁甸地震……他参加过的抢险救灾不计其数，一旁

的志愿者伙伴张鹏说：“老冷当志愿者‘上了瘾’！”

“我在新闻里看到哪里受灾就坐不住，立刻带着救援物资就跑去了。

不出去当志愿者的时候，我就在家干活挣钱，在建筑工地打工、当环卫工、

回收废品，这些活我都干。”

冷中玉的家境并不富裕，妻子长年有病没有劳动能力，还有三个孩子

要养，除了当志愿者，他还资助贫困学生，“这些年，算算花的钱差不多有

40万多元。”冷中玉说。去年2月2日，得知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他咬

咬牙把自己家原本价值1.5万元的农用车卖了6000元，和另一名志愿者凑

够了钱组织了一车12吨蔬菜运到武汉黄陂区。对别人总是挺身而出、慷

慨解囊的冷中玉，对自己却抠门得很：“有一次我去青海救援，走的时候带

了4块钱的馍，等回到家还没吃完。”

老冷说：“我父亲参加过解放战争，战斗负伤后，是老乡救了他一命。

1997年父亲临终时，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回报社会。再说，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有困难我就要冲在前面。”

（下转第二版）

卫辉
□本报记者宋朝李梦露李萌萌

“那边情况咋样了？水退了没？”7月27日中午，浚县县

城的黎阳中学长丰校区食堂门口，76岁的王会振对着手机

仔细询问，手机那头是正在防汛一线值守的新镇镇新镇村的

突击队员。

王会振是浚县的退休老教师，现居住在新镇村，因为突

发洪水，7月24日凌晨，他和老伴被政府转移安置到了黎阳

中学长丰校区。

7月27日上午，距离浚县县城仅有4公里的卫溪街道办

事处傅庄村傅庄堤，大批从傅庄村和善堂镇赶来抢险的突击

队员正在铲沙、装袋加固堤坝。

傅庄堤全长8公里，是白寺坡蓄滞洪区的倒数第二道防

线。一堤之隔，一边是村庄和庄稼，一边是汪洋一片。水已

经积了一米多深，看不见庄稼，水面只有蓝天白云的倒影。

持续防汛多天的傅庄村党支部书记付太华嗓子几度沙

哑，每说一句话，满脸都憋得通红。他说，昨天早上庄稼地还

干巴巴的，上游来水汹汹，现在水面到堤顶也就剩一米多的

距离了。

但他顾不上算损失，现场防汛人员还需要他组织协调，

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守住村子和村子背后的浚县县城。

“房子倒了重新盖，命丢了就要不回来了。”黎阳中学长

丰校区安置点内，新镇村57岁的村民牛清海说。

牛清海回忆说，7月24日凌晨四点左右，他被镇干部李

保顺从睡梦中叫醒，让他带上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钱、几

件换洗衣服，立即乘车紧急转移安置。

牛清海和新镇村的人都没有惊慌，他们心里清楚，党和

政府只会对他们好，该走一定要走。

新镇村党支部书记王玉彬说：“新镇村共有1000多户，

之前住处较低的村民已经被安置到了地势较高的村委会。”

凌晨四点前，新镇村各包村党员干部开始挨家挨户拍门

通知转移。“不让我去前线，说超过50岁的人必须转移。”牛

清海尽管想留在村里抢险，“被逼无奈”，还是被紧急转移安

置了。

人是都迁出来了，牛清海家的17亩玉米地都被淹没了，

他离家的时候地里的水都有一米多深了。

68岁的张文栋是牛清海在安置点内的“舍友”，他老伴

去世，唯一的儿子在前线防汛，转移的时候他带的“宝贝”是

他的两个小孙女。

张文栋的两个小孙女一个11岁，一个13岁，跟着邻居

窦芬堂一起住在女宿舍里。

“我的小孙子在外地，家里就我一个人，俩小姑娘就是我

的孙女。”窦芬堂说，她现在去哪都带着俩孩子。

此次洪灾，新镇村、新镇镇、浚县乃至整个鹤壁无一人因

灾伤亡。

王会振说，在安置点，每顿两菜一汤、一人一床，室内有

空调厕所，褥子是发的，被子是发的，牙刷牙膏是发的，矿泉

水是发的，驱蚊花露水是发的，晚上看露天电影，白天去礼堂

里看电影，村里的老年人说，在家也舍不得整天开空调，安置

点的条件这么好，还真怕住上瘾，都不想回家了。

这次转移，王会振出来时大门都没有锁。尽管身在安置

点，但作为德高望重的村红白理事会管事人，他一直和留守在

村里的突击队员保持联系，了解村庄进水情况。他说：“先保

家园，即使保不住家园，党和政府也会帮我们重建的。”

那一抹亮丽的红

长垣大厨在熬制大烩菜

□本报记者孙雅琳马丙宇赵博

7月27日，一辆挂着“感恩河南好人冷中玉”条幅的

货车，满载着南瓜，从600多公里外的湖北省嘉鱼县来到

新乡市凤泉区潞王坟乡李士屯村安置点。

这份“点对点”的捐赠，缘于原阳县的“中国好人”冷中玉1998年的一

次义举。

1998年8月20日，33岁的冷中玉在邻居家里看电视时，看到长江簰

洲湾溃口的消息时，想起自己父亲、一名老解放军战士曾经讲述他1948~

1949年间参加解放战争时，身负重伤后被汉阳人民救治、照顾的故事。

他马上回家和家人商量，卖了麦子，带上家里所有的现金，载着满满一农

用车的方便面和生活物资，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到达了嘉鱼县簰洲湾镇。

捐献了方便面之后，冷中玉身上只留下15块钱。回家的路上，车坏了

需要修车，冷中玉一摸口袋，居然发现有个写着“嘉鱼电视台”字样的信封

里装着50块钱。靠这笔钱，冷中玉修好了车回到原阳家中。21年后，也就

是2019年5月，冷中玉才辗转联系上50块钱的主人、嘉鱼电视台记者陶

满玲，他与嘉鱼的情分再度相连。

7月20日，得知特大暴雨袭击河南，“把新鲜蔬菜捐往冷中玉所在的河

南省新乡市原阳县！”7月26日，嘉鱼义工协会会长吕勇军带着20吨新鲜

南瓜，来到河南找到了冷中玉。此时的冷中玉正在新乡受灾最严重的卫辉

市参加义务救援，在河南日报农村版和卫辉市委宣传部的协调下，一车新

鲜的甜南瓜被送到卫辉市后河镇大辛庄村。村支书李永治通过村里的大

喇叭一吆喝，村民们都自发赶来帮助卸车，看着堆成小山的新鲜南瓜，村民

们齐声大喊：“感谢湖北人民。”“我们一定把这车爱心南瓜分发到村里安置

的每一位受灾群众。”李永治说。

“嘉鱼义工协会40吨，金润农业60吨，簰洲湾镇政府40吨，武汉烟火

餐厅40吨，新街佳鑫农业20吨，共计200吨‘点对点’援助物资全部送到

安置点，我们要回家休整啦！再过几天，我们还要带着第四批100吨物资

再送卫辉。”7月27日，吕勇军在微信里说。

嘉鱼县与冷中玉“面来菜往”的爱的往返，未完待续。

600多公里爱的往返

新乡
□本报记者王东亮巴富强实习生于涛

7月26日，正是午饭的饭点儿，扶沟县练寺镇苏寨村的

村民早已撤离，在村委会，只有一名镇里的包村干部王应坤

留守，其他村干部都上贾鲁河大堤了。明年就要退休的王

应坤，已六天六夜没回家，守在村里处理各种问题。

这次洪水，苏寨村5300多亩耕地被淹，但村子安然。

现在，练寺镇所有的村，每个村出20个棒劳力上堤，加

固防守。苏寨村在外办企业的、经商的、务工的，纷纷返回

村子参加抗洪。在村北，记者看到，一片汪洋，玉米只露出

半截，原来的一条上贾鲁河防护堤的水泥路早已不见踪影，

有一个铁皮小舟和汽艇来回运送当地及省内外捐赠来的食

品，这是日夜坚守防护堤的500多名干部群众的午餐。

为了不影响大家及时吃上午餐，副镇长郑亚勇蹚着齐

腰深的水从防护堤赶过来安排比较紧急的具体工作。

他说，防护堤里的洪水水位高出村子1米多，如果溃堤

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贾鲁河洪水在下游出现倒灌，扶沟县练寺镇近10

公里的河段防护堤两侧都泡在水里，防守任务很重。

从村头到河堤有半公里，开汽艇送我们上堤的年轻人

叫桑江龙，是前几年回乡的退伍军人，共产党员，如今流转

了200多亩地，成了种粮大户。

他前几天一直在堤上值班，今天刚下堤，就把自己的汽

艇贡献出来，运送物资。

近10公里的河堤上，有四五百人在不停地加高加固。

晚上，隔不远就有一个人，彻夜值守。这几天，大堤已加高1

米多。

一直没见到镇党委书记司冰，乡干部说，书记忙得不可

开交，这会儿，又是联系专家商谈补秋措施，又是忙着在安

置点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镇长叫苑鸿雁，他就在防护堤上和大家一起日夜奋战，

已五天五夜。他说，乡村干部，共产党员都是身先士卒，冲

在前面。

村民们防汛护堤热情也很高，很多人从外地赶回来参

加救灾。上堤的涉水工具不够用，有不少人就自己举着铁

锨蹚水上堤。

7月27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苏寨村，担任汽艇摆渡任

务的换成了更专业的扶沟蓝天救护队队员周豪杰。他是附

近村子的，平时做生意，有救护任务，便义无反顾地冲到前

面。

记者在大堤上看到，贾鲁河依然水流湍急，河面比平时

宽很多，但水位已明显回落。

在一处险工段，干部群众用塑料布将堤面覆盖，以防雨

水冲刷新填的土方。

苏寨村村支书杨卫峰正在巡堤。从7月20日上堤到27

日，他七天七夜基本都是在河堤上过的。记者见到他时，他

已累得声音嘶哑，显得很疲惫。他说，最危险时，洪水高出

大堤近80厘米，但看着村民们争分夺秒地干活，心里就有力

量，就踏实，就坚信一定会守住大堤，保住家园。现在水位

虽然回落了，但险情依旧没有解除，大家决不会放松警惕，

一定严防死守，把洪水挡在堤外。

守住大堤 保住家园扶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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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一线

郑州划拨临时生活补助金2.07亿元
救助82.1万余人

洪水在涨 无人伤亡浚县新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