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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实习生 黄盼玲

致敬！湘潭抗洪一线中逆行的她们

  1   27 小时，她转移上百名群众

受今年第 3 号台风“格美”外围云

系影响，自7月26日开始，涓水流域

范围内普降大暴雨。湘潭县河口镇华

中村村委委员郑玉莲万万没有想到，

今年 7月28日发生的洪水，洪峰水位

达 51.13 米，打破了原有纪录，成为涓

水历史新高。

7月28日上午 9 点，看着不断上

涨的水位，村里的内涝面积扩大，郑

玉莲立马动员人员，挨家挨户喊话、

敲门，紧急疏散转移群众。

 “孙大姐在西头，她家有两个孙

子。”“刘大爷腿脚不方便，转移的时

候要带拐杖。”……郑玉莲熟悉村里地

形，十多年的村干部经历，让她对华

中村高司片区一千多人的情况如数家

珍。在转移开始前，她一遍遍地跟村

干部们交代需要重点关注的转移村民

对象的情况。 转移刚开始一个小时，

一通电话响起，郑玉莲的心提到了嗓

子眼，“一位 90 多岁的老人，行动不

方便，还有一个儿子眼睛看不见，家

里积水很深了”。

 时间就是生命，郑玉莲第一时间

找来了村里的救生艇，组织起了村里

的第一支救援队，仅用了一个多小时，

就把老人和他的儿子救了出来。

在转移群众过程中，让郑玉莲最

烦恼的是刚刚劝出来的群众，会不声

不响地返回家。

 79 岁的村民张正南，是郑玉莲最

记挂的一位村民。7月28日，郑玉莲

连续三次上门劝说，还跟他儿子一起

做工作，最终才在 7月29日上午11点

说服张正南赶到安置点。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仅过去了一

个多小时，看着水位有所下降的他，放

心不下家里的财物，一个人偷偷跑回

了家。

 此时，距离堤坝出现险情只有不

到一个小时，郑玉莲二话不说，立马

找来了救援队，把张正南及时地转移

出来，“遇到像张正南一样不顾危险想

要回家的群众，我就耐心劝导、讲汛情、

摆道理”。

“有亲属投靠的，我们就让他们去

投靠亲属，没有亲属投靠的，我们就

按照就近原则安置。”历经 27个小时，

郑玉莲先后转移了100 多名群众。

 3        在水中救援，她用拥抱安慰群众

在救援现场，记者还看到

了一群身穿蓝色制服逆水而行

的女性，穿梭于洪水之中，救

群众于危难之中。 

何芳就是其中一位。她是

湘潭市蓝天救援队的七位女队

员之一，从 7月29日早上 8点

到 30 日早上 6 点，她在射埠

镇救援现场坚守了22 个小时，

和队友一起帮助了20 多名群众

转移。 

射埠镇的防汛工作十分严峻。7月27

日 8 时至 28日20 时，雨带停滞，降水持

续不断，累计面平均降水量达 264 毫米，

最大点雨量达 385 毫米，其中射埠（二）

水文站本站降水量达 312.2 毫米。 

29日下午五点左右，何芳和队友刚进

入村子，就听见有居民在大声呼喊，“我们

听不懂他们在喊什么，只能一遍一遍大声

回应他们不要着急，我们就来了”。 随着

冲锋舟的靠近，何芳才发现在一栋楼的二

楼，有一个老人带着孙女被困。 

何芳和队友立刻从冲锋舟上跳了下去，

洪水一下就没过了她腰部，“我顾不上自己

已被水浸透，一步步地朝被困群众家走

去”。到了！何芳和队友展开密切配合，何

芳抱起了体重较轻的小孩，队友则背起了

年迈的老人，两人一起往冲锋舟边游去，

舟上的队友立刻伸手去把他们拉上了冲锋

舟。 刚回到岸上休息了半个小时，何芳又

接到群众被困的消息，简单吃点饼干，就

跟着队友开始了下一轮的搜救。 

受台风“格美”影响，自 7 月 26 日开始，湖南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导致江河湖库水位上涨。因湘江一级支流涓水水位上涨，7 月 28 日
至 29 日，涓水湘潭县易俗河镇四新堤、涓水湘潭县河口镇华中村堤段等发生漫堤决口险情。

 女干部、女救援人员、巾帼志愿者……奋战在湘潭县的抗洪抢险一线，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及时伸出援手，帮助受灾群众脱险。她们
撑起防汛救灾“半边天”，在风雨洪灾中彰显巾帼担当。

 7 月 29 日—30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直击湘潭县抗洪现场一线，记录下她们感人的抗洪故事。

  2   当救援向导，她帮忙转移被困群众

7月 29 日 13 时 40 分许，新的险

情发生了：涓水湘潭县河口镇华中村堤

段发生决口，滔滔洪水奔涌而出，迅

速淹没附近房屋。

 由于事发突然，不少村民来不及

转移，被洪水围困在家中，湖南省市

县各级迅速调集力量连夜开展抢险救

援。

 在华中村现场，记者看到，通往

决口的公路上，运载武警官兵、消防

人员、民兵、蓝天救援队员等专业力

量和设备的汽车已经排成长龙。由于

道路较窄，车辆又多，不少救援队伍

采取肩挑手扛等方式，早一步挺进灾

区，尽快开展救援。 同一时间，看着

积水越来越深，莲托村妇联副主席倪

萍心中满是焦急。“所有的救援船都在

华中村统一出发救援，我就顾不上吃

饭，赶紧赶到了华中村。”7月29日下

午 3点，在涓水湘潭县河口镇华中村

堤段，倪萍自告奋勇给救援队做向导，

转移莲托村被困的群众。

 “如果没有熟悉村里情况的人做

向导，对当地环境陌生的救援队员会‘两

眼一抹黑’，很可能影响到救援进度。”

倪萍说，“其实我也很害怕，但为了村

民的安全，我还是要站出来。早一分

钟开始救援，就多一分希望！”

 “我来给你们带路！”很快，倪

萍就跟着救援队冒着风险多次进入村

庄。作为向导，她给救援队提供方位，

并及时介绍被困村民的情况。 “我们

村的老人小孩比较多，洪水来得突然，

还有不少群众还困在水里，救援难度

不小。”倪萍一边跟记者介绍村里被困

群众的情况，一边接着村民们打来的

一个个求助电话。每到一个地方，她

都一遍遍地仔细搜寻，不放过任何一

个可能有被困群众的地方。从村里出

现汛情开始，倪萍就没有休息一刻：“这

两天我们村里的女干部都是连轴转。”

 一个下午，她引导救援队穿梭于

洪水肆虐的村庄，以熟悉的地形知识

为利剑，为救援工作开辟出一条条生

命通道，先后协助救援队救出来了数

十名群众。

 4          她是救援队里的坚强后盾
 救援工作，还需要耐心和细致。“任

何急躁，都可能影响团队的协作和救援效

果。”女队员罗轶说，有的队友看到救援进

度慢，就会十分着急。

因此，每当遇到队友有急躁情绪时，

罗轶会用平缓的语气、重复对方的话语等

方式，帮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平复

情绪。

在救援后方，还有一群女队员，做着后

援保障和任务对接等工作，成为了救援队

的坚强后盾。

 女队员周芳，就担任着这样的角色，

准备物资、统计救援进展、送物资……7月

29日下午，在河口镇华中村救援现场，救

援队的大小事情，她都有条不紊地开展。

 每一次队员的出发，她都揪心不已——

她担心队友会出现意外，也担心救援工作

的不顺利。 

历经两天的救援，湘潭市蓝天救援队

的 7名女队员，和男队员一起，在湘潭县

先后转移了201名群众。 

“每一次队友的救援经历，都让我很感

动。因为我们是纯公益，大家出钱出力出

时间，都没有工伤保险，也谈不上重要岗

位。”队长邹孟凌说，但是大家放下家里的

事情，一接到命令就第一时间出发，在救

援中即便遇到险情，大家也会在保证安全

的情况下，快速过去将受困群众解救出来。

“只要有灾情，我还会和大家冲在第一

线，救出更多的群众。”何芳说。

华中村村委委员郑玉莲在核实待转移村
民名单。

蓝天救援队在湘潭县实施救援。

在射埠镇的一个村庄，70 多岁的许爱

琴（化名）被何芳和队友合力救下后，看着

被水淹掉的两层房子，许爱琴号啕大哭。

 何芳见状，张开自己的双手，把许爱

琴拥入怀中，“阿姨，别哭，一切都会好起

来的”。就这样，在静静的黑夜中，何芳一

直用拥抱慰藉许爱琴，许爱琴的抽泣声越

来越小。临别时，许爱琴依依不舍地向何

芳招手。

从白天到晚上，搜救一直进行着，“我

们不能放弃”，靠着灯光，何芳驾驶冲锋

舟，和队员们搜索一户户人家，一条条街道，

在村里到处寻找可能被困的群众。28日的

夜晚，她们又安全转移了八位被困群众。 时

常有人问何芳：“你战斗在救灾第一线，不

害怕吗？”她说：“我一旦来到了救援现场，

就会把种种杂念抛在脑后，只想着把救援

任务完成好。”

 从7月29日到7月30日，何芳彻夜未眠，

困了，就在堤坝休息；休息好了，又投入救

援工作中。

蓝天救援队队员在分配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