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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赴新乡参加防汛救灾，对刘晓锋来说，是必然的选

择。

7月20日，汝州市突降暴雨，寄料镇洪水肆虐，镇区及

各村受灾严重。曾在寄料镇担任过副镇长的刘晓锋悬起

了心，时刻关注着灾情和寄料镇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

7月22日，天气刚一好转，刘晓锋便与丈夫董俊跃商

量，又与寄料镇党委书记联系，表示要自费购买物资捐助

当地群众。当天下午，她把满满一车价值1.6万元的方便

面、火腿肠、面包、饮用水等物资送到了寄料镇。担心给当

地政府添麻烦，卸完车后，刘晓锋悄然返回城区。

“不后悔，感觉自豪，我为自己的孩子做出了好榜

样。”去时无畏，归来无恙。目前，新乡防汛救灾工作仍在

继续，刘晓锋也在时刻关注着。她眼中闪着泪花表示：

“只要灾区需要，我一定会义无反顾冲上去。”

刘晓锋
汝州巾帼勇闯新乡防汛救灾一线新乡防汛救灾一线

“尽管这几天的经历惊心
动魄，吉凶难卜，但我不仅不
后悔，而且感到非常骄傲。”7
月27日上午，刚从新乡防汛
救灾归来的刘晓锋谈起在前
线三天两夜的经历时，发光的
眸子里满是自豪，“这是我一
生最难忘的经历，我将铭记于
心。”

7 月 21~22 日，我省郑
州、新乡多地出现大暴雨、特
大暴雨。灾情就是命令，险情
就是号召。郑州、新乡两地的
严重灾情，牵动着汝州市人大
代表、汝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指挥部督导组组长刘晓锋
的心。危难时刻，44岁的刘
晓锋挺身而出，以一名人大代
表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擎
起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传统
美德的大旗。

经反复商议，7月23日中
午，刘晓锋和丈夫董俊跃及有
救援经验的亲朋好友8人，驾
驶3辆越野救援车，租赁两辆
大型半挂运输车运送爱心人
士的铲车、热心友人支援的一
艘冲锋舟，加入到汝州市爱心
公益人士自发组织的救援队，
驱车奔赴新乡市受灾严重的
牧野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
8人中，还有她自告奋勇奔赴
灾区的儿子，今年21岁。

7月23日晚7时抵达目的地后，刘晓锋和大家顾不上

休息，直接走上了防汛救灾一线。

“不到灾区不知道灾情的严重性，放眼望去，一片汪

洋，防汛救灾的志愿者只能在没膝的水中艰难蹚行。”提

起当时的情景，刘晓锋心有余悸，“道路全被洪水淹没，车

辆只能以道路两边隐约可见的绿化带为标示前行，但没

有人畏惧，没有人退缩，大家都是英雄。”

当夜，因为不熟悉地形，她和同伴以铲车为依托，将

救灾物资转运到能通过的地方，再把被困受灾群众转移

出来。虽然现场没有具体的指挥者，但大家都在自觉行

动，能扛就扛，能抬就抬，直到次日凌晨，他们才浑身湿漉

漉地回到新乡当地政府安排的地方休息。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有没给家里

人打招呼偷偷走的，有到现场一看，立即给家里人通报银

行卡密码的，周林航、周志航兄弟俩带的大型铲车用坏

了，常俊杰的嗓子喊哑了，高伟军的脚底磨破了，董亚涛

不分昼夜拉着红十字会的领导现场指挥，康斌为转移群

众都顾不上吃饭，魏义峰差点连人带船被冲跑……大家

就是这样不计得失，无怨无悔，让人既感动又心疼。”同伴

们在三天两夜中与洪水搏斗的情景，又浮现在刘晓锋眼

前，“太多感人肺腑的瞬间，能让我铭记一生。参与救援

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汝州人的骄傲，都是英雄。”

7月24日，尽管天已放晴，但由于河水溢流倒灌市

区，新乡市区部分区域水位不降反升，给救灾工作带来了

困难。

当天中午，刘晓锋和战友接到指令，牧野区建北四路

景新二号院有两位老人突发疾病，由于医院救护车被困，

无法出动，急需救援。接到指令后，刘晓锋和丈夫董俊跃

及另外两位男同志开着铲车赶赴现场。因道路狭窄铲车

无法开进小区，他们徒步往返轮换着把两位老人从6楼

背下来，再转送到停在大路边的铲车上。到达医院后，他

们又把两位老人送到了急救室，患者家属感动得流着眼

泪连说“谢谢”。

“看见人就救，看见活儿就干，没有人喊苦喊累，大家

都是自觉自愿。”说到这里，刘晓锋流泪了，“没有人天生

勇敢，但总有人无畏逆行。灾难面前，地不分南北，人不

分老幼，我们都是一家人。”

“抱孩子、背老人，我自己都不记得救助过多少人

了。”作为这支团队中的唯一的女同志，刘晓锋在抗洪救

灾中，一马当先，冲锋在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三天

两夜转运帮助受灾群众百余人。7月25日下午，刘晓锋

和她的同伴接受当地政府建议，平安回到汝州。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平党申）“中午就到

了，现在我们正在新乡市中心东孟姜女河西岸中原路

附近帮助水中抛锚的机动车移往安全地带。”7月25

日下午，赵军涛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报平安。

赵军涛今年35岁，是汝州市夏店镇夏北村的一

名普通共产党员。7月24日下午，他在电视上看到

新乡市正在遭受洪涝灾害时，坐不住了，把去新乡参

加防汛救灾的想法告诉了几个好伙伴时，立刻得到

了响应，有11人报名参加。

安排好村里、家中的工作，赵军涛用大家捐助的

3万多元，连夜采购矿泉水、救生衣等灾区人民急需

的物资。7月25日凌晨4时30分，赵军涛、平愿晓、

鲁磊鹏等11名志愿者在汝州市东高速路口上站，6

辆车载着1000箱矿泉水、300箱方便面、100箱面

包、3000斤蔬菜和30件救生衣等物资，向新乡进

发。

当日11时左右，在新乡市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

统一调配下，赵军涛等人把购置的救灾物资全部捐

赠给了卫滨区设在新乡市第十二中学的安置点。下

午，赵军涛和大家到安置点请战，被告知先休息，第

二天再安排任务。赵军涛和大家等不及，走向了积

满洪水的街头，帮助过往抛锚车辆脱离险境，一直忙

了一个下午。7月26日晚，赵军涛和伙伴们安全返

回汝州。

□本报记者张鸿飞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晓伟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7月26日中午，因当日凌晨

在新乡卫辉市比干大道转移受困群众时，救援装备严

重受损，无法继续完成任务，洛阳神鹰救援汝州大队支

援新乡防汛抢险突击队，遗憾返回汝州。

汝州大队组建的这支突击队是7月22日凌晨5

时30分出发的，14名预备队员、12名志愿者携带一

艘冲锋舟、一条橡皮艇，驱车赶到新乡后，在当地有

关部门的统一调度安排下，前往卫辉市参加防汛救

灾。当日，突击队在闫屯村救出转移被困群众70余

人。

7月23日、7月24日、7月25日，突击队员们发

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按照当地安排，在辛

庄村、实验小学、上乐村镇等危险区域连续奋战，先

后转移受困群众800余人。

7月26日凌晨，突击队接到前往比干大道救援

的指令后，立即出发，在转移被困群众途中，因救援

装备出现严重故障，而不得不退出了战场。

洛阳神鹰救援汝州大队大队长张洺赫说，让他

非常感动的是，赶到卫辉市救援的第一天，因水流

湍急，地形复杂，橡皮艇被不明尖锐物体扎穿漏气，

当地一位退役军人立即动手帮助修复，保证了突击

队重新投入到战斗中。

该大队4月29日正式获得授权组建，现有预备

队员和志愿者60余人，是汝州市在专业消防救援、

军事化矿山救护队之外，由热爱公益的人士组建的

一支半军事化模式管理的民间救援队伍，接受当地

应急管理部门指导。成立以来，该大队已多次开展

水上救援演练、进校园防溺水宣传等活动。

汝州神鹰在新乡灾区转移受困群众800余人

夏店镇11名赴新乡防汛救灾志愿者平安返回

刘晓锋和同伴在救援现场受访者供图

只要灾区需要我还会义无反顾

齐心协力 防汛救灾
寄料镇防汛救灾中的那些人那些事

□本报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文/图

7月18日至7月21日，汝州市连续强降

雨天气，造成多地出现不同程度的灾情。寄

料镇仅7月20日7时至7月21日7时降水量

就达到218.1毫米，是该市受灾尤为严重的乡

镇。在突如其来的灾情面前，寄料镇上下齐

心协力防汛救灾，涌现出了许多感人肺腑的

人和事。

当洪水来临时

“当洪水来临时，我一时间根本想不出当

时的感觉。现在想想，有恐惧、有紧张、有害

怕、有担忧，还有感动。”7月26日，记者采访

寄料镇一位受灾群众朱女士时，她这样描述

说。

7月20日早上，家住寄料镇寄料村的朱

女士被大雨声惊醒，她想下楼看一下水势，结

果看到楼下店里的水已经没过小腿，爸妈在

极力把低处的货物往柜台上移。“之前镇政府

和村干部也多次来通知做好防范，但是怎么

也没想到水会那么大。”朱女士说。

后来雨停了，当大家都在清理洪水过后

的战场，以为这场雨已经画上句号时，“大水

又下来了，赶紧往山上跑，”不知是谁喊出的

一句话，一时间街上的群众都慌乱了。

路上的水已经快到大腿根了，朱女士用

尽全力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一边蹚水，一边

朝安沟水库的方向望去，害怕洪水瞬间到眼

前。走到半山腰，山上已经站满了群众。

据现场维护避险点秩序的工作人员反馈

情况说，这股洪水是多股滑坡水汇集在一起

形成的！镇政府已经组织工作人员在一线转

移群众到安全点，同时疏通河道减轻灾情，确

保安全。“我们都暂时安全了，但防汛抢险的

工作人员都还在最危险的地方。”朱女士感动

地说。

7月21日，水势小了，朱女士和家人回到

了家中。“在接下来的清扫阶段，幸好有党员

志愿者帮忙，幸好有爱心人士关键时刻贡献

铲车助力。这几天，看到了谁是危险中挡在

我们前面的守护者，明白了谁是洪水中最美

的逆行人。”朱女士说。

洪水中他徒步前行

7月20日凌晨两点，寄料镇的暴雨下得

越来越急，寄料镇党委书记高项冰一夜未眠，

他决定连夜再到各个防汛点去查看一遍。

“凌晨两点多，高书记把我叫了起来，开车

和他一起到西安沟水库、炉沟河沿岸和各个防

汛点查看情况，当时雨下得正大。”寄料镇工作

人员韩立科回忆洪水到来前的情景说。

据韩立科介绍，他和高项冰一直在各个

防汛点巡查了一夜，早上7点多的时候，高项

冰收到信息，说纸坊桥上有一根电线杆倒了，

决定到现场去看看情况。

当高项冰的车辆行驶到镇区街道中心

时，洪水逐渐变大，这时一股洪流裹着一辆黑

色现代轿车奔涌而下。“因为我们的车子当时

走不动了，上面突然又冲下来一辆黑色轿车，

直接撞到了我们车上，把我们的车撞出了十

几米远才停下来。等车停下来，高书记也不

顾洪水有多大，就直接下车蹚着水到沿街商

铺提醒群众赶紧撤离。”韩立科告诉记者。

7月26日下午，记者在寄料镇政府见到

高项冰时，他刚接待完一位受灾来访群众。

他告诉记者：“当时的水已经淹到了大腿，第

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赶快让群众撤离，完全没

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安全。”

洪水造成通信中断，信息根本发送不出

去。为了能尽快组织一支突击队，前往炉沟

河沿岸的居民区抓紧时间撤离群众，高项冰

也不敢休息，只能沿着街道不断寻找可以借

力的物体向镇政府方向走去。

“我沿街逆着水流，边走边提醒群众撤

离，平时5分钟的路程当天走了将近半个小

时。”高项冰回忆说。

雨夜里的救人事迹

在洪水中，寄料镇炉沟村党支部书记樊

起名“铲车救人”的事迹，受到了广大村民和

网友的一致称赞。

7月26日，记者来到寄料镇炉沟村时，樊

起名正在组织铲车清理河道冲下来的泥石和

杂物。说起救人事件，他不假思索地说：“这

都没什么，我作为村党支部书记，一名共产党

员，危险面前我应该冲锋在前，这都是我应该

做的。”

7月20日凌晨两点左右，暴雨把村中的

炉沟河都灌满了，为了再疏通一下河道，樊起

名逆流而上。“当时雨下得太大了，水往上卷

着浪都已经漫到河边的道路上了。正好看见

石板坡那边有亮灯在晃，像是在求救，我也顾

不上别的，开着铲车就过去了！”樊起名回忆

当时的情景说。

“当时铲车只能停在路边，下面水太深不

敢下去，有好几名村干部、村民和我一起在现

场营救。我开着铲车，有两个村民蹚着水过

去把被困的老人背过来放在铲车斗里。”樊起

名讲述当时的惊险时刻。

樊起名一边安慰着他们，一边用铲车不

停地转移群众。“我当时开的铲车有点小，来

回三次才把人全都转移到安全地带。不过这

也算幸运的了，总归是把人都救出来了。”樊

起名现在想想都后怕。

据了解，当天晚上，樊起名和几名村干部

以及村民共冒险救援了10名村民、安全转移

群众100多人。

“灾后重建是一场硬仗”，说完这句话，樊

起名又马不停蹄走到河道施工现场，指挥机

械清理河道、抢修道路，他要带领村“两委”，

构筑起一座冲不垮、压不倒的坚固堡垒，守护

着炉沟村百姓内心和现实的双重“安全感”。

洪水后的大爱家园

如今洪水已经退去，但是它却在寄料这

个曾经热闹的小镇上留下了沉痛的一笔。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爱心捐助、志愿群众，有物

的捐物、有力的出力，各界人士汇聚在寄料这

个小镇上，用温暖和爱治疗着所受的创伤。

“现在镇里正是作难的时候，俺能出力

就出把力，干别的咱也不会，但有的是力气，

搬搬卸卸这活儿，俺都能干！”7月25日，在

寄料镇政府大院里，来自该镇竹园村的志愿

者李鹏举刚搬完一批援助物资，脖子里挂着

毛巾一边擦汗一边说道。“俺村跟我一道来

的还有七八个，路被冲了，摩托车也被淹了，

俺们几个早上6点多就开始从家蹬着车子出

发！”当问及李鹏举家里的受灾情况时，他

说：“就门前的护坡冲塌了，那都是小事，以

后再说！”

接近中午，在镇政府机关餐厅里，张红霞

正带领4个志愿者准备着中午饭。“不能让咱

这几百号人出这么大力，再天天吃方便面应

付啊！我就组织村里家庭受灾轻的妇女们，

来镇里做做饭。”张红霞一边说着，一边剥着

葱，“妇女们别的不擅长，做做饭这忙还是能

帮哩！”

不仅仅这些，还有感人的一幕发生在汝

阳县小店镇的一个寄料镇受灾募捐点。

7月26日，一位拾荒老人从兜里掏出仅

有的两块钱，塞进了爱心人士的手里。“寄料

人这回受难了，我得帮帮，这是我今天早上卖

瓶子的两块钱，我老了，不去了，你们替我捎

去！”老人说道。

面对募捐人员的连连谢绝，老人只好把

钱收下，离开了募捐点。然而令人想不到的

是，当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老人又抱着一个

西瓜再次来到募捐点。“灾区的人比我更困

难，这个西瓜带去，哪怕给那里的孩子们解解

渴，多少也是我的一点儿心意。”

当募捐人员问起老人的姓名时，老人连

连摆手，“不用了不用了，就一个西瓜，不值一

提！”老人一边摆手，一边往回走。看着老人

的背影，募捐人员在西瓜上标下“爱心老人”。

“后来还是听附近的商户说，这位老人常

年都在附近拾破烂，经常看见她兜里用塑料

袋裹个馍，饿了就吃两口，这西瓜估计她自己

平时都舍不得买来吃！”在寄料镇机关院内，

募捐人员无比动容地说道。

洪水无情人有情，大灾面前有大爱。相

信有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支援，寄料镇人民

一定能够渡过难关，重建美好家园。

开着铲车救人的炉沟村支部书记樊起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