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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岩镇党员干部上演抗台“大转移”
转移安置群众2730人，抢救被水围困群众486人

台风挟风裹雨袭来，方岩
镇全域范围内受损严重。台风
是一场灾难，也是一场考验。
从人员转移、道路抢通到应急
救援，一场场与台风、暴雨、洪
水抢时间的战斗，在方岩镇夜
以继日地展开。在急难险重
中，镇村干部深入一线，风雨兼
程，不畏艰险，争分夺秒打通

“生命通道”，打响了防御台风、
抢险救灾的攻坚战（见组图）。
据统计，4 日，该镇成功转移地
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危旧房等
危险地段人员 2730 人，抢救
被水围困群众486人。

倾盆大雨，突击抢险，他们在；通

宵达旦，调度值守，他们在；烈日炎炎，

巡堤查险，他们在；灾后重建，清理保

畅，他们还在；汗流浃背，运送物资，他

们同在；激扬文字，鼓舞人心，他们仍

在⋯⋯他们就是方岩镇村党员干部。

在方岩，这些感人的一幕幕在不

断上演。在这些故事背后，离不开方

岩镇党委政府的有力指挥和科学调

度。自接到台风预警后，市领导程学

军坐镇指挥，全体班子成员第一时间

赶赴各自联系村，联村干部、村党员干

部坚守防台第一线，按照镇防汛防台

工作要求，盯紧每个环节、每个部位、

每个时段，层层落实工作举措。洪水

稍退去后，程学军立即召集受灾最严

重的独松村两委干部部署灾后重建工

作。目前，在镇党委政府的带领下，各

村正有序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5日的阳光一扫4日的阴霾，台风

无情，方岩有爱。牢记来时路，不忘

是初心，面对洪灾，家乡安好便是最

美的幸福。

□记者 叶宁

联村干部陈春钱
“下水治渠”堵急流

4 日，一段联村干部下渠治水的视

频在微信朋友圈一经发出，就收获了无

数点赞。视频中，一个男子整个人泡在

水中，水位几乎没到了脖子。男子手中

还拿着一块 1 米多长木牌，正一步步艰

难地朝水流中央走去。

原来，这是一条流经方岩镇雪塘村

的放水渠。由于放水量太大，渠中的水

溢了出来，流进了村民家中。而且水流

很急，水位正在逐渐上升，村民们纷纷

转移。但是，看着湍急的水流，村干部

陈春钱意识到一个问题：水流这么大这

么急，村民转移时会不会有危险，会不

会来不及转移？

“必须想办法减缓水流，为大家争

取时间！”常年在村里走访的陈春钱凭

自己对地界的熟悉，整个人摸进了水

中，想尽办法堵住水渠的涵洞，减缓水

流。

陈春钱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用石

头。起初，他在岸边找了块能搬得动的

大石头下水，想要堵住涵洞。但是水流

太急，石头一放下就被水冲走了。石头

块头不够大，够大的又搬不动，怎么

办？在着急之际，陈春钱看到了旁边的

一块木牌。

拆下木牌，陈春钱再次下水。他一

手拿着木牌，一边小心艰难地在水中蹚

行。好不容易找到位置，陈春钱把木牌

按入水中，两只手抓住木牌在水下凭感

觉找最合适的位置。试了好几次，终于

放好了木牌，既不会被冲走，又能有效

减缓水流。

“那样的急流下，人站在中间很难

站稳，随时可能被冲倒。当时虽然没什

么想法，现在想想也是有点后怕的。”陈

春钱坦言，不过再来一次的话，他还是

会下水去。

事实上，在陈春钱“下水治渠”的

时候，他在芝英镇前陈村的老家也因

水患倒塌，母亲独居家中。不过，上岸

后的陈春钱没有时间多想，很快又和

其他村干部投入到抗台抢险当中。

“我守护这边的家，我相信我的老

家也会有别的干部在守护，我不担心。”

陈春钱说。5 日 10 点多，巡查完雪塘

村，陈春钱回到芝英镇前陈村老家，在

弟弟家看了眼安然无恙的母亲，又赶回

雪塘村，与村干部、村民一起开展自救

自建工作。

雪塘村

“铁三角”（村支委程晓君、村委程健人、联防队员程忠慰）
“群众没有转移，我们就不能停”

独松村

村负责人施福长：住在危旧房老人1小时全部转移铜坑村

村第一书记俞宏达：当生日撞上超强台风上里叶村

作为此次受灾程度最严重的村

之一，独松村几乎整个村受损，4 日当

天几乎全村大转移。回忆起4日涉水

救人的惊心动魄，“铁三角”（村支委

程晓君、村委程健人、联防队员程忠

慰）的行为依然让人啧啧赞叹。

“幸好你们来了。”这是被救村民

程阿姨的弟弟，在安置房内看到姐姐

安 然 无 恙 时 对 程 晓 君 说 的 第 一 句

话。其时，由于风大雨急，水位上涨，

不少村民被困。50 多岁的程阿姨全

身瘫痪，被发现时，她正坐在土制的

轮椅上，洪水已漫到胸部，情况危

急。程晓君见状，立马上前背起程阿

姨，将她转移到安全地带。就在他往

外走出没几秒，“轰隆”一声，连同程

阿姨所在的一排 5 间泥土房瞬间坍

塌。“当时我们都惊呆了，万一迟几

秒，后果不堪设想。”程晓君说。

类似的救人场景，在独松村各处

上演。92岁的苏阿婆是名聋人，当时

洪水已经将阿婆家的一楼淹没。苏

阿姨蜷缩在二楼房檐处不知所措。

程忠慰好不容易找到她，但因为沟通

困难，劝了好久才劝动苏阿姨跟随他

转移。

这边刚救出人，那边又传来哭

声。在一处危旧房里，4名小女孩面对

暴涨的洪水哇哇大哭。他们是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父母还没来得及赶回

来。刚救完人的程健人听到哭声马上

招呼其他救援队员一起掉头回去⋯⋯

一个、两个、三个⋯⋯程晓君、程

健人、程忠慰组成了抗台救灾的“铁三

角”，他们默契配合，分工有序，在急流

中救出被困村民 10 多人。“只要还有

一名群众没有转移，我们就不能停

下！”从4日中午一直忙到5日凌晨，他

们几乎未曾休息。“水最深时都淹到脖

子了，当时也来不及多想，只想着能把

群众早点救出来。”程晓君说。

刚眯了没一会，早上 6 时左右，

“铁三角”的身影又出现在了村操场

上。巡查房屋坍塌情况，安排路障设

置，察看灾情，核查灾民受灾情况，了

解受困群众需求⋯⋯他们用实际行

动，保护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

产安全。

“阿公，台风来了，你这房子不安

全，来，我背你去村里的新房子。”4日

下午，受台风影响，铜坑村遭受洪水

重创，许多老房子岌岌可危，村里独

居老人随时面临生命威胁。该村负

责人施福长当起了“坐骑”，一家一家

走访，和其他救援人员一起转移了 5

位独居老人。

胡阿公今年 80 多岁，因腿脚不

便，被水流围困在房中。施福长一把

背起阿公，将他送到村里安置点。一

个小时内，施福长一刻没有停歇，与

快速上涨的水位比速度，与不愿转移

的老人讲道理，安排其他人一起，把

村内所有危房村民转移到了安全的

安置点。

铜坑村是地质灾害隐患点。每

次台风来临，最放心不下的是一线干

部，总怕一个地方没走到，一位独居

老人没照顾到，一名群众没转移到

位。当天，施福长与村支部书记一起

早早来到村里，巡查、部署相关工

作。镇村干部分批一户一户上门不

厌其烦告知村民，提醒台风天注意事

项，严格排查安全隐患，劝导转移危

旧房村民。

强降雨持续，水位上涨迅速。

“水流湍急，我们村积水最深处

有 1 米 3 左右，行走艰难，一脚踩下去

全是泥土，整个人还陷进去，现在想

想还是有点后怕，毕竟身上背着老

人，必须每一步都要走得稳，才能保

证他们安全。”施福长说。

5 日，施福长正在有序安排灾后

重建工作。此次台风，让该村遭受重

创，房屋坍塌 15 间，乌江溪两侧的房

屋受损严重。在村文化礼堂处，道路

被倒塌的房屋堵住，施福长正调派挖

机过来清理。说话间，前来支援我市

的兰溪市供电所工作人员已到达铜

坑村。施福长又忙着陪他们开展巡

查，统计出全村的断电情况。

4 日，是俞宏达升级爸爸的第五

天。原来请产假该在医院陪护妻女

的他，在听到台风即将席卷我市时，

义无反顾回到工作岗位，积极投身到

抗台救灾工作中。

俞宏达是上里叶村的第一书记。

去上里叶村，必须经过独松村，可是在

4日下午1时左右，洪水就已经几乎将

整个独松村淹没，车子无法进入。

进不了村的俞宏达心里非常着

急，马上联系村两委，做好相关危旧

房人员转移工作。当天下午 5 时，洪

水稍退，他就不顾一切涉水来到了上

里叶村，组织开展后续自救工作。

“这次村里损失最严重的就是 60

多亩农田了。”他告诉记者，接下去，

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帮助村民恢复生

产生活。

到晚上 9 时许，在上里叶村又转

了一圈，确定各项措施已安排妥当，被

转移村民也不会返回危旧房后，俞宏

达终于回到了办公室。掏出手机，微

信里是老丈人发来的信息：注意安全，

生日快乐，记得吃碗生日面！俞宏达

这才意识到当天还是自己的生日。

等到把后续工作忙完，已经到了

晚上 11 时 30 分。俞宏达看了下时

间，离生日过去还有30分钟。他拿出

一桶方便面、两个真空包装卤蛋，这

是他自制的生日面。这个生日，将让

他终生难忘。

面香飘逸，俞宏达满足地打开

“生日面”吃了起来，一边吃还一边默

默许下生日愿望：台风过去后，尽快

修复美丽家园，帮助受灾群众回归正

常生活。

记者手记J 抗台救灾，他们一直在

回

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