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一二三，走！”
8 月 4 日下午，记者蹚着淤泥来到

涿州市东仙坡镇下胡良村，看到村东南
一户人家正用铲子将院子里的淤泥
推出。

“村里水位涨起来的时候，我们一
家 4 口转移到了其他地势较高的村子。
听说水位落下来了，我们赶紧回来收
拾。”这家的主人付建新介绍。

由于靠近胡良河，且地势低洼，下
胡良村东南几户人家受灾严重。

“前几天，水最高时能到门头，2
日下午开始往下落了，今天街上基本
上没什么水了。”付建新的对门刘学
强说。

这几天，刘学强一直守在村里。从
水位暴涨到缓慢下落，他与墙上的一道
道水印一起见证着洪水的消退。

“现在我们家也通水了，看你们脚
上都是泥，快过来冲冲。”刘学强拧开
水管，对记者说。

正说着，刘学强的儿子搬着一箱方
便面和一箱矿泉水从远处走来。“村里
正在发物资呢，每家都有，前面十字路
口左转就能看到。”腾出手，刘学强的
儿子给记者指了指方向。

沿着路往前走，记者看到了排队的
村民。下胡良村党支部支委刘学志正在
搬着物资，满头大汗。在他挽起来的裤
脚下，红斑爬满了小腿。

这几天，下胡良村成立了由党员、
积极分子、退伍军人组成的志愿服务
队。在村“两委”班子带领下，他们忙
着寻找被困人员、上门送水送物，几乎
都是蹚水前行。

“ 好 在 水 退 了 。 现 在 最 要 紧 的 ，
就是安顿好村民，抓紧开展灾后重建
工作。”刘学志介绍，目前他们已得
到 通 知 ， 将 有 4 辆 车 往 村 里 运 送 物
资，“除了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
之外，还有一些床垫和被子，正好可
以给那些房屋受损严重的村民。”

由于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刘学
志双眼通红，嗓音已经沙哑。他告诉
记者，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灾情不

退，他就不会退。
提 到 村 里 的 重 建 计 划 ，刘 学 志

说 ，村“ 两 委 ”班 子 已 经 有 了 初 步 的
想法。

“第一，要把淤泥清走，把死亡的
牲畜及时处理掉，在村里进行一次消
杀。第二，要把玉米地里的水抽干
净，看看庄稼的生长状况。”刘学志
说，如果庄稼受损严重，他们将组织
村民们收拾农田、重新播种。

正说着，刘学志电话铃声响起，原
来又一辆运送物资的货车已到达村口。

“不好意思，我得去接货车了。过段时
间，再邀请你们来看重建后的村子。”
刘学志说。

涿州市东仙坡镇下胡良村积水退去

“过段时间，再邀请你们来看重建后的村子”
河北日报记者 霍相博

邢台市信都区浆水镇9个村196人入住临时安置点

吃住有保障
处处有关怀

“过来几名志愿者到村北口，再装点
沙袋备用，确保河堤一旦发生渗漏，可
以马上封堵。”8 月 3 日上午 7 点，骑着
自行车沿着永定河北遥堤巡逻的郭洪
涛，看到堤内水势汹涌，立刻在全村志
愿者群里发出指令。

郭洪涛是廊坊市安次区调河头镇朱
官屯村党支部副书记，也是村里此次防
汛抢险的骨干之一。为全力保护乡亲们
生命财产安全，朱官屯村由党员干部牵
头 ， 成 立 了 30 人 的 志 愿 者 队 伍 ， 和
区、镇两级干部昼夜巡逻在长约 2.2 公
里的北遥堤朱官屯段，牢牢“钉”在了
北遥堤上。

几分钟后，七八名穿着橘色救生衣
的志愿者便赶了过来。郭洪涛和大家一
起挥锨铲土、装填沙袋。几天的“连轴
转”，郭洪涛坐骨神经痛的老毛病又犯
了，右腿像刀割一样疼，难以长时间站
立，但他丝毫没有流露出痛苦的神情。
直到一切忙完，他才走到不远处的帐篷
旁，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揉搓起疼痛难
忍的右腿。

8月 2日 6时，永定河泛区蓄滞洪区
启用，涉及安次区域内面积 196.42 平方
公里，约占全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这
里有 4 个镇 98 个村庄的 1.74 万户群众，
总人口达 6.25万。大汛来临，全区所有
工作人员全部坚守在岗，广大党员干部
冲在防汛抢险救灾的第一线。“打赢这场
硬仗，党员干部必须冲锋在前，当好群
众的主心骨。”安次区委书记朱文军告诉
记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安次区 1300
余名区直干部分划包联防汛堤段，昼夜
轮班值守巡查；760 余名镇街干部 24 小

时在岗在位，1800余名包村 （居） 干部
守护一线严防死守；310 余支村街 （社
区） 党员突击队和志愿服务队冲锋在防
汛抢险救灾最前沿。

清晨 5 点，天色微亮。在安次区
码头镇赵庄村北出入口的北遥堤段，
8 名 廊 坊 市 9958 应 急 救 援 队 的 队 员 ，
已经开始了新一天的巡逻。“救生抛
投器、救生圈、救生衣……”应急救
援队队员安彪弯着腰，认真检查着救
生 船 里 的 每 一 件 救 生 设 备 。 暑 热 蒸
腾，汗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滑落到
地上。

永定河北遥堤在赵庄村域内大约有
800 米，与穿村而过的县乡公路码杨线
相交。记者看到，交叉口原本是正常行
车的路口，如今已经用砂石料、沙袋封
堵，堆高加固到与堤齐高，连成一体。
在安彪看来，党员就要关键时刻站得出
来，危急关头豁得出去。

“你们要去哪里？干什么去啊？”在
赵庄村南口，一位身穿蓝色衬衫、佩戴
党徽的老人，正麻利地配合执勤交警一
起检查过往车辆。天气闷热，湿透大半
的衬衫紧紧贴在老人的后背。

“ 别 看 我 年 龄 大 ， 可 我 身 体 顶 得
住。我党龄超过 50 年，同时也是一名
退伍老兵，这时候不能落后。”这位 77
岁的老人名叫闫玉琢，是赵庄村的村
民。得知永定河泛区即将启用后，他主
动找到村党支部书记请缨，要求加入防
汛一线，为防汛抢险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

安次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全区组建区级抢险队伍 19
支 880 人，各镇、街道抢险队伍 285 支

6282 人，备有桥梁抢险、伐树、医疗、
电力抢修等专业抢险队伍 21 支 243 人，
保持应急状态，随时待命、闻汛而动。
他们还在泛区内 4 个镇安排 1650 人应急
力 量 ， 120 人 的 消 防 救 援 队 伍 随 时
待命。

“我心里不踏实，想回家里收拾一
下 。 我 身 体 不 太 好 ， 突 然 间 在 这 里
住，还是有点不习惯。”8 月 3 日晚上 8
点，在安次区码头镇西安庄小学集中
安置点内，前沙窝村村民董玉芬拉着
正在查房的码头镇党委组织委员安春
影 ， 央 求 安 春 影 “ 放 ” 她 回 家 再 看
一看。

“大娘，咱们的防汛形势很严峻，这
里才是最安全的。您就安心在这里住
吧，有空调，一日三餐有热饭热菜，咱
们政府还安排了工作人员随时为大家做
好服务保障。您身体如果有不舒服，及
时告诉我或者咱们安置点的医生，医生
护士们 24 小时在岗，您放心。”双眼布
满血丝的安春影轻轻拍了拍董玉芬的肩
膀，安抚好她的情绪后，又赶去下一间
宿舍。

人员登记、物资发放、安排就餐、
巡逻查房、情绪安抚……7 月 31 日以
来，安春影一直忙碌在集中安置点内，
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凌晨一点前
没有入睡过。“这里集中安置了110名转
移群众，是一个临时组织的大家庭。虽
然条件有限，但我们还是要让乡亲们感
受到家的温暖。”安春影说，作为一名党
员，这是她的职责。

7 月 31 日下午，廊坊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发布永定河泛区启用红色预警，安
次区立即启动了泛区群众转移安置。到

当天晚9点，全区永定河泛区涉及的4个
镇 84 个村街 48016 名群众，全部完成转
移。全区启用 9 个集中安置点，各安置
点都成立了由镇科级干部、机关工作人
员、村干部、卫生院医生、电工等组成
的服务保障工作组，24小时悉心服务转
移安置群众。

“好，声音停了，这次‘花’在谁的手里
呀？”8月 3日下午，记者到廊坊市第十八
中学采访时，远远听到儿童活动室内传来
孩子们的笑声。该校的初中英语老师史
玉妹，正带着20多个孩子一起做游戏，其
中还有她5岁的女儿。

第十八中学是安次区集中安置点之
一，这里安置了杨税务镇 11 个村街 377
名转移群众。考虑到白天大人上班，孩
子们没人看护，学校就把一间教室改成
了儿童活动室，并安排两名老师从早 8
点 到 晚 6 点 照 顾 临 时 住 在 这 里 的 孩
子们。

原 本 正 在 享 受 假 期 生 活 的 史 玉
妹 ， 接 到 学 校 通 知 后 立 刻 赶 回 了 校
园，和同事一起照顾在这里集中安置
的孩子们的生活。面对记者的采访，
她流露出一丝不好意思的神情：“今天
没人帮我带孩子，我就把她一起带过
来了。”

汛 情 就 是 命 令 ， 险 情 就 是 战 情。
在这场与“杜苏芮”的遭遇战中，全
区主动请缨到防汛抢险救灾最前沿的
党员干部不计其数，扛起防汛抢险救
灾、转移安置群众、隐患排查整改等
各项重任，让乡亲们放心、安心。安
次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全区
应急指挥体系运转正常，群众避险转
移安置到位。

赞皇县嶂石岩村，在海拨900多米的山
上。最炎热的时节，这里也高不过 25 摄氏
度，每年有1000多人定期来这里避暑。

7月29日8时至8月1日7时，嶂石岩村
累计降雨量达 686.8毫米。通往嶂石岩的省
道 S543 马嶂线上有 80 多处上塌方、9 处下
塌方，嶂石岩村内三条道路不同程度受损。

8 月 4 日，在山村最高处塌方的河道
里，记者看到一辆黄色的铲车，车头扎在碎
石堆里。

“这辆铲车立大功了，保住了沿河道的
23 家民宿、102 人。”嶂石岩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马爱民回忆着那个暴雨如注
的深夜。

7月30日凌晨4时，正在村里巡查的马
爱民电话响个不停。

“书记，洪水下来了，河道边的 6 层沙
袋墙快被冲垮了。”一直在村子最高处值守
的村委会副主任李彦青扯着嗓子喊。

洪水过了河，顺路而下，河道边的民宿
全得遭殃。

58 岁的马爱民经历过四次洪灾。凭着
经验，他果断决定：调铲车，必须把洪水
挡住。

接到通知，有铲车的 4 个村民二话没
说，全都上了山。

村民杨顺义心里急，开上新买的铲车，
端着两吨重的石块，第一个到达。

刚把石块挡在河边，一股洪流把杨顺义
的铲车冲进了塌方的河道里。

“别管铲车，保住村子要紧！”从河道里爬
上来的杨顺义，一把拦住了大家。

侧翻在河道边的铲车和其他 3 辆铲车，
死死拦住了洪水。

暴雨一直在下，水越来越大。
“7 月 28 日，强降雨来临前，我们对全

村的 91 家民宿、820 名游客分批进行了安
置。到目前，平均降雨量突破了 550 毫米，
沿河道 23家民宿的 102人必须转移。”嶂石
岩村临时防汛指挥部里，总指挥、赞皇县文
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杨献峰下达指令。

一道道雨情、一个个险情，动员工作不容耽搁。县、镇、村 30多名党员
干部立刻行动，分三组挨家挨户安排转移。

泰华宾馆有 58人，转移难度最大，游客来自全国各地，大家意见不
一。“宁听骂声，不听哭声。绝不放弃一名游客。”副镇长殷小科两脚带泥
跑了七八趟，作动员。

78岁的穆杏品老人是最后离开泰华宾馆的游客。“没想到会有这么大
水，当时觉得岁数大，不想换地方。如果不是殷镇长，想想就后怕。”

全村民宿统一调配，村民把多余房间让出来，迎游客进家。短短3个
小时，102人全部安置到位。

“镇长，有名游客心脏不舒服，急需速效救心丸。”嶂石岩镇镇长陈义
峰接到马爱民的求助电话。

从镇上到村里，路上有七八处塌陷，随时还有碎石掉落的危险，陈义
峰和同事武世豪从镇卫生院拿上药，冒着大雨开车把药送到了游客安二国
手中。“关键时刻，是咱党员干部给我送来了救命药。”安二国感动地说。

“大家齐心协力，用心用情，保障了 820 名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是我们的责任。再苦再累也值得。”陈义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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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员 干 部 冲 锋 在 前
——廊坊市安次区防汛抢险一线见闻

河北日报记者 周禹佳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华） 8 月 4 日
下午，涿州市高速路口人山人海，数
千涿州市民自发赶来拉着横幅、举着
展板、喊着口号，送别各地救援队。
众多群众将瓶装水、面包、牛奶、鲜
花等放到救援队车上。不少群众泪流
满面。

“感谢英雄，一路平安”“感谢，涿
州人民不会忘记你们”……每当救援车
辆经过，数千群众便齐声高喊。

由此经过的救援人员无不动容，有的
打开车窗向人群挥手，有的鸣笛致意，有
的竖起大拇指向人群喊“加油”“再见”。

一位男士拉着他三岁多的儿子站在
欢送的队伍中，孩子举着一面鲜艳的五
星红旗。这位父亲俯下身跟小男孩说：

“孩子，咱们要记住他们，是他们帮了
咱们。”小男孩点了点头，然后向着驶
来的救援车辆使劲挥动起了手里的五星
红旗。

人群里，还有数百名巾帼志愿者，
她们订购了100多束鲜花，送给即将离
开涿州的救援队员。

一位市民举着“英雄豪杰 一路平
安”的牌子迟迟没有放下，汗水顺着脸
颊直往下淌。

“累不累？”记者问。
“举一天也不会觉得累。”
他叫赵德新，是涿州市一所中学的

教师，中午听说救援队离开的消息，赶
紧联系广告公司制作了这块牌子。“洪

灾中，他们舍身救了很多老百姓的命，
他们是我们的恩人，我们会永远记住他
们。”赵德新动容地说。

两个 11 岁的小男孩，用自己的零

花钱买了一箱瓶装水。“我们要送给救
援的叔叔阿姨们喝。”两个孩子话不
多，他们的小手使劲握着购物车把手，
等待着经过这里的救援车。

家住刁窝镇的一位女士喊着口号，
泪眼婆娑。她说：“我的家人就是在救
援人员帮助下转移出来的，感谢这些为
我们拼过命的英雄。”

“感谢，涿州不会忘记你们”
——涿州数千群众自发送别各地救援队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 通讯
员周林）“您今天血压有些偏高，我
们会跟踪监测。如果感觉头晕、胸
闷，一定要随时叫我们。”日前，在邢
台市信都区浆水镇前南峪宾馆，医
疗保障成员关发先和侯丽萍为营房
台村村民刘三文检查身体。

前南峪宾馆是信都区受灾群众
临时安置点之一。8月4日，该安置
点安置了浆水镇 9 个村 196 人。每
个房间两至三人入住，房间内电视、
网络、空调、淋浴等设施齐全，最大
限度满足群众需求。

“7 月 28 日，我们将前南峪宾
馆确定为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
并紧急成立临时党支部。7 月 30
日紧急启用，确保每一户受灾群
众都不落下。”浆水镇党委副书记
何冰介绍，这里组建了由医疗保
障、安全保护、后勤保障、食品安
全、点位服务 5 个工作组为架构的

点位工作站，尽全力为受灾群众
做好服务。

临近中午，安置点的餐厅热闹
起来，乡亲们有序排队自助用餐。
芹菜炒肉、炒菜花、凉拌豆干、米饭、
馒头、水饺……饭菜种类丰富、供应
充足。

每个房间里，工作人员还放置
了明白纸，上面写有工作人员电话
和涉及日常生活的各项提醒，每个
楼层还有志愿者值守。志愿者侯钰
鑫说，仅用两个小时，9个村的转移
村民便办理好入住手续，他们将以
贴心的服务，让受灾群众切实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关爱。

针对辖区面积大、人口多的特
点，信都区对受灾群众和重点防汛
点位实行网格化管理，区级领导、乡

（镇、街道）、村（社区）逐级包联，指
导安全度汛，协助受威胁人员转移，
实现“应转尽转”。

8月4日，在京港澳高速涿州入口，涿州群众自发送别撤离的外省救援队。 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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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制定行政执法过错责
任追究办法等制度机制。

被巡视地方党委表示，下一步将
持续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坚决扛起整改主体责任，

主动担责、履职尽责、积极作为，扎实
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努力把巡
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动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保证。

（上接第一版）其他指标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垃圾发电指标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印发最优实用技术指南，
为企业创A提供有力技术支撑。指
导企业编制创 A 方案，明确提升路
径、改进措施和完成时限，确保创一
家、成一家。

坚持正向激励，强化政策引
导。在资金上，主动帮助创 A 企业
谋划申报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
目，上半年下达河北的中央资金中，
涉创 A 项目 49 个、资金 6.3 亿元。
组织创 A 政银企对接会，5 家银行
与53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拟授信
额度 306 亿元。在政策上，研究制
定钢铁行业超低排放差别化电价、

火电行业A级企业发电小时奖励等
扶持措施。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机制建设。
搭建部门协调会商平台，建立企业
创 A 诉求困难收集办理机制，逐问
题挂账督办、定期回访，真正把好事
办好、把实事办实。成立创A专家委
员会，吸纳专家111名，从创A标准
制定、入企帮扶指导、现场评级复核
等方面提供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持。
印发《河北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动态调整管理办法（试行）》，
要求A级企业依法依规执行环保排
放标准，对违法违规的分类明确降
级情形、惩罚措施，情节严重的坚决
予以降级，一年内不得升级。

全省21家钢铁企业达到A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