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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针对近日京津
冀地区受台风“杜苏芮”影响水利
工程设施损毁情况，财政部、水利
部4日紧急下达中央财政水利救
灾资金4.5亿元，支持北京、天津、
河北抓住“七下八上”防汛关键
期，全力开展受灾地区堤坝、水
库、涵闸、泵站、河道工程等水毁
水利工程设施修复相关工作，确
保各项防汛救灾措施落实落细。

同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消息称，京津冀等地近日遭遇严

重暴雨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
委追加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
元，支持河北、天津受灾严重地
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设
施应急恢复重建。

据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已
于8月 2日紧急下达中央预算内
投资 1 亿元，支持北京、河北灾
后应急恢复重建。至此，国家发
展改革委共先行安排河北 1 亿
元、北京和天津各0.5亿元，专项
用于灾后应急恢复重建。

8 月 4 日 19 时 34 分，广州
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警长李贤
良和民警崔泽宇像往常一样，结
束执勤任务回到广州。不同的
是，这次因为受京津冀强降雨影
响，他们执勤的 Z297 次列车一
度停运，曾在河北涿州滞留 18
小时。而车上的乘客在晚点近
32 小时后，也终于通过高铁转
运安全抵达目的地。

经历了一趟漫长又惊险的
车程，李贤良和崔泽宇身上还残
留着暴雨袭击过后的气息，但好
在可以放心休整了。

列车迫停

7 月 30 日，Z297 次列车载
着 640 名旅客从张家界西站出
发，目的是北京西站，李贤良和
崔泽宇随车执勤。

7月31日上午，列车驶入河
北省。当时，受第 5 号台风“杜
苏芮”影响，多地正在经历持续
性降雨，暴雨如注，多路段积水、
断交，列车行驶缓慢。本应在7
月 31 日 15 时 55 分抵达北京的
列车于当日 23 时 30 分才到达
石家庄站。

8月 1日 4时 30分，列车临
停于涿州车站。受到连续强降
雨和上游洪水过境影响，涿州市
河道行洪和城市内涝风险加剧，
防汛形势严峻。李贤良和崔泽
宇下车后，借着晨曦观察发现，
涿州站地势较高，但周边水位高
涨，车站俨然成了一座孤岛，铁
轨前后都是积水。

“以车站为圆心，积水大概离
我们只有200多米。值乘两年，
这种情况我是第一次见。”想起那
天的情况，李贤良仍心有余悸。

见此情形，李贤良和崔泽宇
立即组织协调车班工作人员检查
统计车厢水电、物资数量。首先
要保证旅客用电、饮食，同时加强
车厢巡查宣传，安抚旅客情绪。

8月 1日 8时 30分，得知车
上缺少泡面、大米等必要食品，
物资采购又无法立刻供应，李贤
良决定与列车餐车主任冒雨出
站寻找。兜兜转转几公里路后，
他们才在旁边餐饮店买到一批
蔬菜食材作为应急。

8月1日10时30分，列车滞
留涿州已超过6小时，许多旅客
开始焦躁不安。根据新闻信息
和天气预报，李贤良判断积水短
时间内无法散去，列车很有可能
要在这里滞留更长时间。“车上
老人和儿童较多，他们的身体可
能撑不了这么长时间，要为旅客
们另外找一条平安回家路。”经
过多方打听，他了解到涿州市内
目前仍具备通行条件，掌握到涿
州东站高铁站正常通车、能够通
过高铁转运旅客前往北京这一

关键信息。

安全转运

“那就通过高铁转运。”8月
1日16时许，李贤良组织列车长
及三男一女旅客代表一行共 6
人，出站实地查看涿州站到涿州
东高铁站道路通行情况。崔泽
宇留守列车耐心解释，安抚旅客
情绪。

在确认了可以通过大巴从
公路将旅客由涿州站安全转移
到涿州东高铁站后，警组拨通涿
州市市长热线，告知其掌握的情
况，希望能将640名旅客转运到
目前受暴雨影响较小的涿州东
站，转乘高铁回到北京。

18 时许，列车接到涿州市
政府的消息：该市已组织 15 辆
大巴涉水前来涿州站，对滞留的
Z297 次列车旅客实施转运，车
组预计两个半小时后到达。

18 时 30 分，车站采购物资
全部到位，基本保证车厢旅客用
餐需求。“旅客们一会儿要开启
新的行程了，要让大家吃饱肚子
再出发。”李贤良和崔泽宇协助
列车工作人员分发餐食，当晚列
车上640名旅客都吃上了晚饭，
他们却没顾得上填饱肚子。

20 时 30 分，天空仍然下着
大雨。接到转运车辆即将抵达
的消息后，李贤良和崔泽宇赶紧
与车班工作人员一起组织旅客
有序下车。他们担心有人下车
时摔倒，于是便站在地面帮旅客
接过行李或者搀扶旅客下车。
看到有家长行李较多无法照顾
孩子，李贤良一把抱起孩子就往
集合地点走。

22 时，历时一个半小时，
640 名旅客在警组及车班工作
人员的组织下完成了转运。整
个过程，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冒雨
作业。此时，Z297 次列车已滞
留涿州近 18 小时，李贤良和崔
泽宇滴水未进、粒米未沾。

原本想着送走了旅客，大家
可以松一口气。但因为淋雨时
间太长，当天夜里不少车班工作
人员开始生病发烧。李贤良和
崔泽宇又马不停蹄四处筹集药
品，照顾生病的车班人员。

23 时 30 分，所有旅客终于
在列车延误近32小时后安全抵
达目的地——北京。

“安全到了就好，没有对不
起这身警服。”李贤良和崔泽宇
长出了一口气。而此时，他们警
服仍然没有干透。

“李师傅，我们两个似乎完
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崔泽
宇说。

“那当然！”平时不苟言笑的
李贤良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
容。

全国多所高校伸出援手
补助受灾学生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郑若彤

多部门安排资金支持京津冀
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
财政部和水利部紧急下达 4.5 亿元，

国家发改委追加下达1亿元

水位渐退 损失难免

Z297次列车历险记——

滞留涿州18小时
暴雨中寻找平安回家路

羊城晚报记者 鄢敏 通讯员 孙壮 吴穗莹

河北涿州洪涝灾区的民间救援力量——

村里最后一个老人，接出来了
受到连续强降雨和上游洪水过境影响，河北涿州防汛形势严

峻。码头镇地处涿州市东北部，多条河流汇合途经之地，因此出
现严重积水。8月4日，记者跟随救援队来到码头镇，这里的救
援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其中民间救援队伍贡献了重要力量。

新华社电 记者 8 月 4 日从
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于当
日16时针对吉林、黑龙江的防汛
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维持对天
津、河北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对北京、河南调整至防汛三级应
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福建的防
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对华南
和西南地区下发强降雨防范应
对工作提示函。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
部4日滚动组织防汛防台风专题
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
水利部、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
视频连线天津、河北、吉林、黑龙
江、浙江等省份防指，研判北方
暴雨洪涝灾害和今年第6号台风

“卡努”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重点
地区防汛工作。

会商指出，当前面临东北、
京津冀、苏浙沿海防汛防台风三
线作战，形势严峻。海河流域洪
水正向下游平原区演进，超汛限

水库数量多，蓄滞洪区运用多，
需高度警惕退水期垮堤决口风
险。东北地区雨势仍强，台风

“卡努”给苏浙沿海带来较强风
雨影响，防汛救灾任务艰巨。

会商强调，海河流域要加
密巡堤查险，做好人员转移安
置，严防次生灾害；要提前预置
应急救援力量、装备和物资；要
尽快核查灾情，尽快恢复灾区
生产生活秩序。东北地区防汛
基础薄弱，要强化水库、堤防的
查险排险和抢险处置；要落实
预警响应联动机制和面向基层
责任人的临灾预警“叫应”机
制；要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
众 ；要 抓 紧 抢 修 损 毁 设 施 设
备。苏浙沿海地区要继续关注
台风动向，严格管理已回港船
只和上岸人员。

据悉，国家减灾委、应急管
理部于 3 日 18 时针对天津启动
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东北、京津冀、苏浙沿海
三线作战防汛防台风

近日，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汛情严重，出
现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受灾情况。面对天灾，全国多所高
校发声，为受灾学生提供临时困难补助。

“无论是‘杜苏芮’，还是‘卡
努’，别怕，大工将为她每一个有
需要的孩子纾困解难。”大连理
工大学近日发布了温暖通告，宣
布启动汛期专项临时关爱补贴
申请。根据通告，无论是即将报
到的新生还是其他年级的学生，
家中遭受自然灾害，导致家庭重
大财产损失，出现经济临时性困
难，均可以提出申请。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厦门大学、郑州大学等
高校均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为
受灾学生提供帮助。

其中，北京大学于 7月初就
启动紧急预案，安排各学院做好
学生家庭受灾情况的摸排。如
学生家中因洪涝灾害造成人员
伤害或经济损失，导致家庭经济
出现临时困难，可向院系学生工
作办公室说明情况，并提供证明
材料，经由院系教师提交临时困

难补助申请。
清华大学明确，临时困难补助

的补助对象为在读本科生、在读研
究生（包括已录取新生）；补助范围
为因近期台风暴雨等突发灾害造
成的个人和家庭经济困难。

同济大学表示，截至 8 月 2
日，全校已有近 800名学生申请
该项补贴，经学校核实后，会一
对一跟踪关注学生家庭受灾情
况。有需求的学生可向学校申
请临时帮困补贴，做到“全力排
查，发现一例，报送一例，资助一
例”。学校也将启动临时帮困发
放快速通道，与财务处协同，尽
快将资助金发到学生手中。

山西大学则宣布，如果学生
的家庭正在遭遇洪涝灾害等突
发事件，导致出现临时性经济困
难，可第一时间联系学院辅导员
说明情况，提出临时困难补助申
请。此外，如有同学遇到其他各
类紧急灾害（不限于洪涝灾害），
也可提出救助申请。

为受灾学生提供临时困难补助

“灾难无情人有情，学校永
远是同学们最坚强的后盾。”广
东工业大学 8 月 4 日发布通告
称，该校已启动临时困难补助申
请工作，向家庭经济困难的受灾
学生提供帮助。

在广东，中山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暨南大学、广东金融学
院、韩山师范学院等高校纷纷宣
布，将以各种方式向受灾学生提
供帮助。

华南理工大学明确，将根据
学生提交的困难补助申请核定
临时困难补助金额，视情况发放
1000 元至 5000 元不等的资助
金。根据华南理工大学的通告，
无论是老生还是新生，受灾学生
家庭本身经济困难可申请暂缓
缴纳学费和住宿费，开学后将根
据学生的家庭情况给予相应困
难等级的资助，比如国家助学金
及社会捐赠助学金、帮助学生申
请国家助学贷款等，并根据学生

意愿安排校内勤工助学岗位。
另外，受灾新生入学报到时还可
领取爱心大礼包。

中山大学也表示，学校时刻
牵挂着每一位中大学子，如遇台
风暴雨导致生命和财产安全受
到伤害，请及时联系学院辅导
员，学校将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
临时困难补助。

暨南大学宣布，近期，多地
发生自然灾害，学校密切关注学
生的安全，如果同学遇到自然灾
害等突发意外情况，出现临时经
济困难，可联系学院辅导员申请
临时困难补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现已启
动紧急临时困难补助，如各学院
有学生因台风洪涝灾害导致家
庭经济出现困难，可根据《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本科学生困难补
助实施办法》和《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研究生困难补助实施办法》
向学校申请临时困难补助。

广东部分高校缓收受灾学生学费

涿州图书仓库：

统筹/温建敏 郑晓燕 文/谭洁文 王隽杰 罗清峣

7 月 29 日开始，华北部分
地区遭遇强降雨，河北涿州汛
情告急。对于爱书人士来说，
涿州多个图书仓库受灾严重
的情况着实令人心痛。

由于与北京距离较近，涿
州一直是印刷厂的聚集地。
近年来，大量图书出版企业
集聚于涿州，当地逐渐成为
国内出版业重镇。公开资料
显示，北京西南物流中心涿
州园占地面积 400 亩，库房及
配套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
有近百家出版社及出版商库
房集中于园区及周边，2021
年图书品类的年吞吐量达到
200 亿码洋。近日在持续暴
雨影响下，地处低洼地段的
园区成为重灾区，多个图书
仓库损失严重。

8 月 4 日，涿州水位逐渐
回落，羊城晚报记者到访园区
时，多个图书仓库的工作人员
正在对图书进行抢救，这些仓
库所属出版商都想尽可能减
少经济损失，王成龙便是其中
一位。

“库里 6000 万码洋，是我
的全部积蓄。”王成龙说，自己
公司收购的图书全部存放在
西南物流中心涿州园内的4号
仓库，因这次洪灾，仓库内大
半书籍受损，他损失严重。

记者留意到，4 号仓库前
的积水落差较大，最浅的地方
大约20厘米深，但从仓库月台
往前走出几步，水深便可达1.5
米。“这个落差是为了平时图
书装车方便，结果成为最好的
蓄水池。”王成龙说，“而且这
个水没法抽，园区外就是村
庄，它们的水还没排干净呢。”

记者蹚水进入库房后发

现，库房的积水和月台同样
深，地上漂浮着大量图书。有
些图书即使是塑封精装，也因
为长时间泡在水里而渗水，轻
轻一攥便成为一摊被塑料包
裹的纸泥。从仓库内残留的
痕迹来看，仓库水位最高时或
达半米。这意味着即使使用
双层书架，也有很多图书受
损，更不用说直接用纸箱堆放
在地上的图书。

“因为大家都体谅涿州的
灾情，所以目前收货方都没有
提违约金的事。”王成龙说，书
籍易损，保险公司通常拒绝为
图书提供保险服务，自己的
6000 万码洋也一直处于“裸
奔”状态，这次的损失只能自
己承担。

另一位出版商表示，6000
万码洋的资产在园区内并不
算大，他的一个仓库的损失可
能就超过1.5亿码洋。

“这书还有什么用？全被

水泡了，卖废品人家也不要，
没法称重。”同样将自家图书
放在 4 号仓库的梁园（化名）
说。在记者找到他前，他一直
坐在园区的空地上看着仓库
的方向发呆。什么时候又要
下雨？什么时候又要泄洪？
梁园心里没底。

梁园回忆，水是7月 31日
晚上涨起来的，一个小时的时
间就淹进了库房，来不及转移
图书，积水最深时可能有近 2
米。在水位尚未回落前，他曾
冒险进入仓库内。他还给记
者展示了当时在4号仓库拍摄
的图片：积水将书架下半部浸
没，没接触到水的书也被泥浆
污染。“水会慢慢往上渗透，最
底下被水淹了，整摞书都会受
潮。”梁园解释说。

而王成龙现在更担心的
是：“如果积水再不退，随着水
的蒸发，位于高位的书籍也可
能受损。”

文/羊城晚报记者 刘克洪 王隽杰 图/羊城晚报特派河北记者 梁喻

防汛救灾·一线直击

向五村水位回落
村民已基本撤离

“你回家看了吗？”
“根本进不去啊，水还没退。”
58岁的王红艳（化名）抱着

孙子站在码头镇向五村村口和
邻居谈论水情。

8月 4 日，向五村里的水退
了些，不过仍有数米深，大半房
屋依然浸在水中。村民基本上
已经撤离，有救援队员在村内
巡航，检查是否有遗落的被困
居民。

王红艳撤离后住在健康城
收费站提供的大楼里，不少村民
在那里避灾。那里虽然有得住，
但是断电断水断气，一日三餐只
能吃馒头、泡面，喝矿泉水。年
纪大的老人在涿州三中安置点
里，那里有热餐食提供。

吕大爷今年77岁，熟知向五
村的大小事。在他印象中，1963
年的洪水也比不上这次严重。

距离向五村百米左右，是码
头镇的一处物资仓库，不断有运
送物资的车辆驶入卸货。洋泗
村的村民张豪（化名）正在排队
领取物资。一般都是各村的书
记来镇上领取物资，但洋泗村的
村干部被困在家中，只能委托张

豪来领。“我们村上出来了几十
户人，大部分都还在家里，最严
重的问题还是断水断电。”

北芦村救援收尾
物资按需分配

上午 11 时许，沛县退役军
人救援队深入北芦村内的北芦
小区展开救援。由于水深允许
涉水前行，大部分队员都未乘坐
救生艇，以尽量多地转移被困居
民。小区入口处积水最深，接近
大腿根部，小区内部则积水稍
浅，基本维持在膝盖位置。

“有物资吗？能给我们送点
吗？”在二单元一层，五六位居民
招呼着救援队。一位家住 4 楼
的大姐说，他们暂时有吃喝，但
不多了。

在救援队不断转移居民的同
时，很多居民也在涉水外出，自行
去物资发放点领取物资。两名沛
县救援队队员背着一男一女两个
小孩往村口走，孩子的父亲马路
永跟在后面。他家已经接近断
粮，孩子一天只能喝一瓶水，一日
三餐干嚼方便面。他待不住了，
跟救援队出来找点物资。

正值饭点，十几位小区居民
同马路永一同蹚水前往村口，听
说有盒饭可以领，他们都打算出

去领。一位救援队队员说，目前
码头镇物资并不匮乏，但是在分
配环节做得不够好。救生艇带着
物资进入小区后，分到哪一栋楼
并没有明晰规划。这样的结果就
是，有些居民家里存货多，有些却
领不到基本保障。

北芦小区附近的另一处物
资发放点也排起长龙。“一人两
袋方便面，不管家里多少人都按
人头算，发完为止。”一位志愿者
向人群喊道。

这位志愿者说，目前发放物
资必须严格按需分配。“需要药
就领药，需要水就领水，之前有
些居民会多领物资囤货，如此一
来多少物资也不够发放。”

一位来自陕西西安的救援
队队长表示，目前救援工作已经
进入收尾阶段，还留在小区里的
居民大部分是不愿转移的。他
和队员们都在劝说居民尽快撤
离，“万一又有泄洪，或者再下
雨，还是有危险的。”

救援力量直奔农村
希望群众吃上热饭

在北芦村的洪灾救援中，有
不少来自民间的救援力量。在
北芦小区入口，高宇正在把十几
箱泡面、矿泉水和面包搬到一艘

冲锋艇上。这是他和他的同事
们当天运送的第四车物资。

物资和冲锋艇都是高宇自费
购买的，他在涿州市经营一家药
房，是一名中医。他家和药房都
在市区地势高处，因此没有被洪
水影响。一听说附近村落受灾严
重，高宇叫上同事，买来一艘冲锋
艇，就赶到了灾区现场。

8 月 1 日，高宇赶到 107 国
道，随后两天都在西潭村救援。

“西潭村里最后一个老人，我给
他接出来了，任务已经完成。”高
宇说。

8 月 4 日，高宇穿着迷彩服
来到北芦村，口袋里插着对讲机
和同事们随时沟通灾民情况。
他驾驶冲锋艇进入洪水区救援，
同事们则在街边支起蓝色的应
急帐篷，给已经离开洪水区的居
民派发物资。

每当高宇把满满一船物资
运入北芦小区，单元楼门口都有

五六个居民蹚着水领取物资。
矿泉水是最抢手的物资，高宇的
冲锋艇刚进入小区 20 分钟，一
百多支矿泉水就被分完了。

临近中午 12 时，高宇回到
同事支起的应急帐篷里。在帐
篷不远处，来自郑州的樊敬召正
在切猪肉，为灾民和救援队队员
准备午餐。他穿戴的围裙上写
着“郑州八哥”四个字。原来，他
在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曾和一
群好友奔赴支援，他在这群好友
间排行老八，因此给自己起了这
个称呼。

这次奔赴涿州，樊敬召希望
为救援队提供支持，因此开了一
辆小货车，货车里装着各类蔬果
肉菜。“我们郑州很多救援队来
涿州，我希望他们能吃上热饭热
菜。”樊敬召说，“我就想到农村
救灾一线，相比城里，农村灾区
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所以我们就
直接到这里了”。

被淹图书仓库里，大量书籍散落在水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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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涿州码头镇，救援队伍通过铲车运送物资
羊城晚报特派河北记者 梁喻 摄

国家防总针对吉林
黑龙江提升防汛应急响应至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