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加定的儿子在 351 国道西河桥头翻晒稻谷 宋金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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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江西讯 特派记
者温建敏、 李钢报道：7 月 14
日 10 时许， 东部战区陆军 72
集团军某旅紧急出动， 对江西
鄱阳饶河联圩三庙前乡一处泡
泉群进行处置， 确保大堤的安

全（上图 ，羊城晚报特派江西记
者宋金峪摄）。

险情发生在离昌江大桥不
远处。 72 军某旅营长陆光印
说， 早上 8 点接到报告后，紧
急召集 50 名官兵赶过来处置

险情。
羊城晚报记者现场看到，

解放军官兵在紧张地挖土装沙
袋，建立临时圩堤。

“它是个泡泉群，大概 400
平方米的面积， 我们往泡泉处

铺鹅卵石和沙袋， 不让泥沙出
来，只流清水出去，达到上下水
位的压力相对平衡。 ”

三庙前乡乡长周同才说，
7 月 8 日以来， 由于高水位长
期浸泡，大堤多次出现泡泉现

象，“每天好几起，如果流的是
清水还好， 如果出来浊水，就
意味着大堤下面的泥沙被带
走了，不及时处理的话，泡泉
可能把堤坝下面淘空，从而出
现险情。 ”

“收割机都已经开到地里了，
准备抢收快成熟了的 130 亩早稻，
没想到圩堤决堤，什么都没了。 ”

江西省鄱阳县油墩街镇 58 岁
的村民盛加定，站在 315 国道西河
桥头翻晒稻谷，他的后面是一片汪
洋大海，315 国道过完桥后直直地
插入洪水中，完全看不到影子。

西河是鄱阳四大河流之一 ，
起源安徽东至 ， 途经鄱阳县 ，最
终注入鄱阳湖。 此次西河汛情最
险处集中于油墩街镇和银宝湖
中间，长度超 12 公里。 而盛加定
在河对面的银宝湖乡租了 1600
亩地 ， 转包了几百亩给别人 ，自
己种了 700 亩 ，其中 130 亩是早
稻 。 这一片土地肥沃 ，总面积约
9000 亩，大部分都租给了像盛加
定这样的稻农，集中耕种。

7 月 7 日 8 时至 7 月 8 日 8
时 ，江西北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
或大暴雨 ， 局部地区特大暴雨 。
油墩街镇外河水位上升至 23.7
米 ，破 1998 年历史极值 ，圩堤超
保证水位 1.7 米。 盛加定预感不
妙 ，虽然种的 130 亩早稻还有十
多天才成熟 ， 但他决定提前开
割 ，并订好了收割机 ，停在不远
处 ，等着雨小一点就抢收 ，减少

损失。
然而，7 月 8 日中午，离他稻

田不远处的一个工程施工点 ，附
近堤坝突然发生决堤。

听到决堤的消息 ，他和妻子
一起赶到现场。 妻子用手机拍下
决堤画面 ，而盛加定却只是呆呆
地看着洪水一点一点地漫过他
的稻田。

“内湖和外湖有六七米的落
差 ，水涨得很快 ，到后来才慢下
来 ，大概七个小时就把我 700 亩
的稻田全部淹完了。 ”

“这一片和我一样种了早稻
的 ， 大约有 2800 亩 ， 如果收割
了，还是能减少很多损失的。 ”盛
加定盘算了一下 ， 他 700 亩稻
田，这次洪灾损失约 50 万元。

知道家中受灾的消息后 ，儿
子担心父亲受不了打击 ，专程从
外地赶回来 。 但盛加定的回应
是 ，从其他稻农手里收了几千斤
稻谷 ，运到已禁止通车的大桥桥
头晒干 ，作为稻种 。 “你没事 ，就
去帮我翻一下晒着的稻种。 ”

“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再大的
困难也要面对， 相信政府也会尽
量帮助我们，但说实话，首先肯定
是我们自己要自救。 ”盛加定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4 日从
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
悉， 长江干流大通站以上已过洪
峰，大通站以下逼近 1998 年最高
水位。安徽省 14 日发布山洪灾害
气象预警， 安庆市和六安市部分
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显示，14
日 20 时至 15 日 20 时， 安庆市
望江县，芜湖市无为市发生山洪
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安
庆市桐城市、宿松县、怀宁县、宜
秀区，六安市舒城县、金安区、裕
安区，铜陵市全境，宣城市广德
市、郎溪县、宣州区、宁国市、泾
县，芜湖市南陵县，池州市贵池
区、青阳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

大（橙色预警）；安庆市潜山市、
太湖县、岳西县，六安市霍山县、
金寨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
大（红色预警）。上述地区需强化
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
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

记者了解到，7 月 14 日 15
时， 长江干流汇口站水位 22.1
米，超警戒水位 2.3 米；大通站
水位 16.18 米，超警戒水位 1.78
米； 马鞍山站水位 11.37 米，超
警戒水位 1.37 米； 巢湖忠庙站
水位 11.16 米，超警戒水位 0.66
米； 水阳江新河庄站水位 13.01
米，超保证水位 0.01 米。 长江干
流大通站以上已过洪峰，大通站
以下逼近 1998 年最高水位。

一批水利抢险物资
昨日凌晨从广东
紧急调往江西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爱丽、通讯

员粤水轩报道： 记者从广东省水利
厅了解到，为支援江西抗洪抢险，29
万平方米覆膜编织布等一批水利抢
险物资，于 7 月 14 日凌晨从广东省
三防物资储备中心、 中央防汛抗旱
物资肇庆仓库紧急调往江西。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
精神，按照国家防办、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关于调运防汛抗旱物资的
有关要求，广东省水利厅与国家粮食
物资储备局广东局迅速行动，要求广
东省三防物资储备中心做好抢险物
资调运工作。广东省三防物资储备中
心于 13 日 21 时 30 分接到调运物资
支援江西抢险救灾的指令后，全体职
工立即上岗到位，第一时间启动应急
调运预案，紧急调集运输车辆 2 台和
装卸人员 15 人迅速到达物资装运现
场，全体人员不怕疲劳、不顾饥饿，连
续奋战 6 个小时， 于 14 日凌晨 3 时
35 分完成物资装车和相关出库手续
办理， 将 29 万平方米覆膜编织布及
时送到江西省防总指定地点，圆满完
成国家防总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交办的任务。

据了解，本次调往江西的 29 万
平方米覆膜编织布等水利抢险物
资，主要用于防洪大堤抗洪抢险，保
障大堤防洪安全。

应急管理部
紧急调派千人

增援鄱阳湖抗洪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应急管理

部消防救援局抗洪抢险前方指挥部
获悉， 针对江西省境内鄱阳湖严峻
汛情，7 月 13 日， 应急管理部紧急
调派浙江、安徽、福建、湖北、湖南五
省消防救援总队的 1000 名抗洪抢
险、水域救援、地质灾害救援等消防
救援指战员，迅速集结，火速驰援鄱
阳湖抗洪抢险一线。

据悉，按照“哪里最危险、就赶
赴哪里 ”的原则 ，这批增援力量中
的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 300 名指
战员赴南昌新建区 、进贤县、永修
县、共青城、德安县；安徽省消防救
援总队 200 名指战员赴九江城区、
瑞昌市、庐山市 、武宁县、修水县；
福建省消防救援总队 200 名指战
员赴余干县、万年县、进贤县；湖北
省消防救援总队 150 名指战员赴
都昌县、庐山市 、德安县、共青城 ；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150 名指战
员赴彭泽县、湖口县等地区投入抗
洪抢险。

截至 13 日 24 时，这 5 支增援
队伍全部到达鄱阳湖周边 5 个集
结点，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抗洪
抢险前方指挥部也移至鄱阳湖九
江段。

驰援

羊城晚报特派江西记者
李钢 温建敏 姜雪媛

经过连续数日的暴雨
之后，7 月 8 日， 鄱阳县银
宝湖乡附近的圩堤扛不住
了， 当地的西河水水位猛
涨，冲出了四处决口，将附
近的村庄淹没。 虽然大部
分的受灾村民都已经转移
到安全地带，但是羊城晚报
特派记者在当地采访时却
发现，在洪涛之中，却仍有
一些村民留守在被洪水围
困的村子里。

14 日， 羊城晚报记者
来到银宝湖乡段家村，探访
留守村民被大水隔绝后的
生活状况。 对于他们来说，
即使大水来袭，与外界联系
不便，但是，家毕竟是家。

长江干流大通站以上已过洪峰

安徽发布山洪灾害预警

洪水淹了他的 700 亩稻田
他收购稻种等待来年播种

羊城晚报特派江西记者 温建敏 李钢 姜雪媛

羊城晚报记者探访被洪水围困的江西
鄱阳县银宝湖乡段家村

据新华社电 农业农村部
14 日启动农业重大自然灾害二
级应急响应， 向江苏、 安徽、江
西、湖北、湖南等 5 个省派出抗
洪救灾专家工作组，深入重灾区
调查了解灾情、评估影响，会同
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完善防汛救
灾和灾后生产恢复技术方案。

据了解，6 月以来， 我国南
方出现持续强降雨， 累计雨量
大，覆盖范围广，长江中下游地
区发生较重洪涝灾情，给农业生
产带来一定影响。

农业农村部要求加强灾情

调度，推进科学抗灾。 实行灾情
日调度，坚持 24 小时值班制度，
及时反映灾情和抗灾救灾工作
进展情况。 组织调度农业机械参
与抢险救灾工作， 抢排农田积
水，减轻渍涝影响。 指导农民及
时抢收已成熟早稻、 蔬菜等作
物， 落实肥水管理等田间措施，
做好改种补种， 尽快恢复生产。
加强动物疫病防控，确保大灾之
后无大疫。同时，加大支持力度，
下拨农业生产救灾资金，及时调
剂、调运救灾备荒种子，支持灾
区尽快恢复生产。

羊城晚报讯 记者从江西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 根据各地
上报，截至 7 月 14 日 11 时统计，
7 月 6 日开始的洪涝灾害有南
昌、景德镇、九江、上饶等 10 个设
区市和赣江新区共 99 个县（市、
区，含功能区）635.1 万人受灾，紧
急转移安置 64.2 万人，需紧急生
活救助 25.7 万人，农作物受灾面
积 583.4 千公顷，绝收 108.6 千公
顷， 倒塌房屋 656 户 1477 间，严
重损坏房屋 1258 户 2729 间，一
般损坏房屋 4401 户 7896 间，直
接经济损失 112.9 亿元。 灾情还
在进一步统计核查中。

到 7 月 14 日 22 时：鄱阳站
水位 22.46m （超警 2.96m）;古

县 渡 站 水 位 22.18m （超 警
2.68m）; 石镇街站水位 22.26m
（超 警 2.26m）； 湖 口 站 水 位
22.26m（超警 2.76m），水位均有
所下降。

另外鄱阳县防指通报 7 月
13 日 15 时 -07 月 14 日 15 时
新增 59 处险情， 险情点在饶河
联圩 （10 处）、 乐丰联圩（11
处）、西河东联圩（17 处）、碗子
圩（9 处）、畲湾联圩（3 处）、珠
湖联圩（6 处）、沿河圩（3 处）。
据气象部门预测，15 日晚上到
16� 日，鄱阳县北部中雨，局部大
雨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南部有
阵雨或雷阵雨。

（温建敏 李钢 姜雪媛）

江西洪灾直接经济损失超百亿

农业农村部派出专家组
指导农业防汛救灾

现场 直击

灾情 速递

灾后 救助

人物

电力工作人员乘坐小船为村
里的高压电线杆添加警示标志

宋金峪 摄

在被洪水围困的村里，小船和木筏成为村民出行的必备交通工具 羊城晚报特派江西记者 宋金峪 摄

留守的村民多为老人
如今， 要想去段家村并不

容易，以往，不过是十来分钟的
路程，就可以进到村子，但现在
漫漫波涛， 将这个村子与外面
的世界相隔离。 在附近找到了
船只之后， 经过至少二十分钟
的船程， 羊城晚报记者才得以
“登陆”段家村。

段家村是一个自然村，有
30 多户 ， 原本住着 100 多人
口。 羊城晚报记者“登陆”段家
村后发现， 基本每户都有人留
守，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上了年
纪的老人。 这里，大多数的房子
和田地都被大水给淹没， 只有
村子中心因为地势稍高， 才得
以成为“孤岛”。

发大水的时候， 村民江四
菊正好在田里用水泵抽水，眼
看着大水漫过来， 吓得她赶紧
将水泵装到了三轮车上， 跑回
家里。 可是，几个小时后，水就

漫到了段家村。
村民段世金告诉记者，大

水来袭之后，水电都已经停了，
而村民们只能依靠村中的水井
来生活。

“如果没有船，我们现在很
难出村。 ”段世金说。

而在村民段世和家中，一
群留守的村民正在这里玩牌打
发时间。 如今，只有他和老伴两
个人在家中留守， 而两个儿子
都在外打工。 发大水之后，儿子
们每天都用手机问候父母，“探
望”家中的情况。

段世和告诉记者， 那天发
现水涨至家门口后， 马上和老
伴两个人， 将一楼的东西都往
楼上搬， 但是一些如电冰箱的
大件物品就搬不上去， 只能用
桌椅等家具来垫高。

而他家还算是“幸运”的，
由于房屋地势略高， 随着水位
的渐渐下落， 如今一楼已经没
有被水淹，正因如此，段世和家
才成为了众多留守村民白天相
聚的场所。

但是从他家出门一米之
外，仍然是黄泥水。

记者坐木排去“做客”
村民段世铁的情况则更糟。
他的房子虽然离段世和家

只有约 50 米的距离，但是处于
低洼地带， 所以他家的一楼仍
然泡在齐肩的水中。

每天早上， 段世铁都会划
着木排出门，来到段世和家，与
其他村民打牌消遣，到了晚上，

再划着木排回家， 蹚水去二楼
睡觉。

“我们家现在只剩下我一
个人在家里看着房子， 家里的
其他人都投靠亲戚去了。 我们
也是把能搬的东西都搬上了二
楼，如果还要涨水，那就只能再
往三楼搬。 ”段世铁说。

“往楼上搬”，显然成为了
这些村民面对大水的应对之
策。

记者也坐着木排， 去段世
铁家“做了次客”。

这显然是一次特殊的拜
访，木排穿过房门，将记者送进
了段世铁的家中。

通过墙上遗留的水渍线，虽
然能够看到水位已经下降了不
少，但是仍然有一米多深。 一进
一出， 段世铁就得脱下衣裤，拧
干才行。 记者看到，一楼仍然有
不少东西因为来不及搬，只能泡
在水中，包括了电视机等。

供电马上可以恢复
除了交通的阻绝， 停水停

电成为了村民们面临的最大难
题。 发大水之后的第三天，水电
供应就中断了。

没有水， 就依靠村中的井
水度日。 没有电，村民们从附近
租来了发电机，每天晚上发电。

但是， 每户要为这宝贵的
电力供应每晚支付一百元的租
金，而且发电机的能力也有限，
一次只能为 5 至 6 户供电，而
且规定了只能使用电风扇等设
备，不能使用大功率的电器。

不过， 当记者在段家村采
访时， 遇到了划着船前来检修
的当地供电所的工作人员。 供
电所负责人于集河告诉羊城晚
报记者， 经过他们的努力，14
日晚就可以恢复对段家村的供
电。

“当时水位高的时候，淹没
了控制箱， 所以是不能进行供
电的。 水位下降后，我们要对电
网进行检修，并且抬高控制箱，
才可以恢复供电。 其实，按照相
关规定， 有水淹的情况下是不
能供电的， 但是为了保证村民
们的生活， 我们还是尽最大可
能，在降低安全隐患的情况下，
恢复供电。 ”

于集河说， 他们还得提醒
村民们，划船和木筏的时候，不
能靠近高压线， 而且不能用竹
篙，否则会出危险。

除了水电供应之外， 村民
们还面临着生活物资的日渐消
耗的难题。

段世和告诉记者， 家中的
存粮目前只能支撑一个星期左
右，而家里的田地都被水淹了，
种的蔬菜基本都被浸烂了。 所
以， 他们得到 2 公里外的地方
进行采购， 由于要划船或者木
筏前往，所以一来一去，至少要
花费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如果水位再上涨怎么办 ？
田地都已经被淹没， 未来的生
活该怎么得到保障？ 这是眼下
村民们最为担心的问题。

不过， 羊城晚报记者在采
访过程中发现， 留守的村民们
依然很乐观。

留守“孤岛”的村民积极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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