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古以来，给救命恩人送锦旗以示
谢意，天经地义。但假如反过来，救命恩
人给你送锦旗，这事是不是有点蹊跷？

不久前，河南日报新乡分社收到了
来自山东的4面锦旗，送旗人是山东日照
雷锋救援队的队员李希勇、丁帅、刘彬。
其中一面是给我们河南日报新乡分社记
者赵同增的，这是怎么回事儿？

原来，今年 7月 24日，我们的记者赵
同增跟随救援队一同前往卫辉城区，搭
救被洪水围困的老人、妇女和儿童，20多
公里的艰难跋涉，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
谊。看了随包裹来的信件，我们才明白
救援队给记者送锦旗，一方面是感谢河
南媒体对救援队伍大量报道，另一方面

也是请求记者帮助他们寻找更多让他们
感动的新乡人，因为不清楚具体位置，剩
下的3面锦旗，他们希望记者帮忙代送。

这第一面代送的锦旗，是送给新乡
人孟庆玉的。日照救援队到新乡第一天
的深夜，经过近10个小时的辛苦救援，队
员们早已饥肠辘辘，身体却对食物出现
排斥反应，凉牛奶一喝就吐，方便面难以
下咽。

队员们路过附近的彭厨餐厅，想借
些热水，没想到餐厅老板孟庆玉随即为
他们备好一大桌丰盛的菜肴，招待他
们。队员们吃过饭去结账，孟庆玉坚决
不收，在场的其他顾客纷纷提出要帮他
们结账，也被这位孟老板一一谢绝。

那一刻，3位山东大汉瞬间泪奔！
下一面锦旗，是送给新乡人杨保丹

的。
几位山东小伙子在彭厨吃过饭，便

立即又开始营救群众，一直到次日凌晨，
队员们的体力严重透支，他们才想起来
自己的住处还没有着落。

情急之下，他们想起白天问路时，一
位热心的本地姑娘主动给他们留下的联
系方式，于是便试着拨通了这个电话。
没想到，这个漂亮女孩是新乡“媛美侬”
整形医院的院长。接到电话的杨保丹，
二话不说把队员们安排到自己的整形医
院，准备好干净床铺、热水淋浴。

躺进温暖舒服的被窝，队员们说，他
们个个都被巨大的幸福感所包裹，这种
感觉啊，终身难忘！

还有一面锦旗是送给新乡人王玉霞
的。王玉霞是卫滨区老工具厂家属院的
一位热心大姐。次日早晨 6 点多钟，在

“媛美侬”整形医院修正完毕的队员们，
在马路边等候救援命令。王玉霞从自家
楼上看到救援队的身影，便马上飞奔下
楼，跑去市场买了一堆油饼、豆浆，隔着
车窗硬塞给他们。“拿着！必须拿着，吃
饱了才有力气救人！”队员们说，时隔一
个多月，早点的美味还留在唇齿之间，而
王玉霞大姐的热心“霸道”更是让大家幸
福感爆棚。

蹊跷的“锦旗”
□河南日报新乡分社 任娜

大家好，我叫范晨丹，来自辉县市融
媒体中心。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我
是记者，我在新闻现场。

4 个月前，辉县遭受连续强降雨袭
击，道路塌方、河道冲毁、房屋坍塌、通讯
中断，转移、安置、处险，所有人都经历着
极为复杂严峻的汛情考验。

“去一线，到现场！”这是我和同事的
心声。

占城镇，辉县受灾最严重的一个乡
镇。这是我下车后看到的第一个场景，
在占城镇陈张莫村的河道，13名党员干
部跳进河道进行堤坝漏洞抢补；在灾难
面前变身战士的红色娘子队扛沙袋、筑
堤坝，马不停蹄……这一幕幕，我至今无
法忘却，那么多涉水而去的背影，一路蹒
跚，却又那么执着坚定。

暴雨整整下了一夜。7 月 21 日，肆
虐的洪水，咆哮着冲毁铁道，赵固乡大罗
召村煤矿塌陷区群众需要紧急转移。我
们开车到达时，竟从报道者变成了受困
者。车外的水猛然蹿升，只一瞬就漫到
了车窗。来不及害怕，我们跳车而出，搂
着摄像机，拼命向前跑，而洪水就在身后
疯狂地撵。终于在乡亲们上拽下托的帮
助下，我们挤上了最后一辆拉煤货车，再
看刚刚的路，洪水已接近2米高，来时的
采访车已没有了踪影！车上有老人、孩
子、残疾人，突然一句“哎呀，忘了把洗衣
机搬到楼上了！算了，人没事就好”，车
上的人都笑了。是啊，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平时 40分钟的路程，我们却走了四
五个小时，虽然这一路艰难漫长，虽然我
们的家园被毁，但是我们都还在！到达
安置点，听到辉县市教育局局长刘建国
说的那句“终于到家了，可算踏实了”的
时候，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虽然十几年如一日奔波在新闻现
场，但像这样直面生死的情况还是第一
次，也让我重新认识了记者这一职业。
记者，一定是裤脚沾满泥泞、内心充满温

暖并且不断向前奔跑的人！
哪里最危险，就要到哪里去。7 月

23日，我又坐上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
地面，一片汪洋，面目全非，昔日熟悉的
村庄，我竟然找不到他们在哪里。当看
到群众站在房顶，有力地向我们挥舞着
国旗时，那一抹蓝天白云映衬下的中国
红震撼着我的内心，这抹红是党的力量，
是心中的希望啊！

莲叶何田田，同根丝相连。党群一
心，各地驰援，守望相助，坚毅温暖。来
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兄弟姐妹，纷纷奔赴
新乡、深入辉县驰援。那段时间，我变得
特别感性，动不动就湿了眼眶。因为我
是记者，我在新闻现场。我是记者，我用
镜头记录现场；我用笔杆描述现场；我用
声音诉说现场。

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这是所有
媒体人的初心，也将永远伴随我、激励
我！未来，我要坚守初心不改，讲好身边
故事，讲好新乡故事，践行新闻工作者的
责任、使命与担当！

我是晨丹，来自辉县！谢谢大家！

我是记者，我在新闻现场
□辉县市融媒体中心 范晨丹

男：我是一名今年 3 月份刚上岗的
记者。

女：我工作已经有半年了。
男：我已经把这片土地转了个遍。
女：我记录过奋战在一线的救援战

士、医务人员，还有坚守在一线的党员干
部。

男：想象中，记者应该是身着正装，
穿着皮鞋，出现在各种会议上，手持话
筒，风度翩翩，权威精致。

女：事实上，我不仅手持话筒，娇小
的我肩上扛着摄像机，走街串巷。本以
为我会穿上漂亮的高跟鞋，可是雨靴和
拖鞋却成了今年的常态。

男：没想到我还会光脚丫去采访！
还记得“7·21”那场大雨，大家纷纷

出动，雨水已经淹到我的大腿了，这是我
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见这么严重的城市
内涝。雨靴已不管用了，但是群众需要
我们，我们需要走到那些积水严重的区
域，走到可能被冲开的井盖附近，走到电
线杆旁，告诉大家，这里有危险，别过来！

女：接连的大暴雨，陈固镇梅口河水

位飞速上涨。晚上7点40分，接到通知，
我穿上雨衣就出发，一路上电闪雷鸣，风
雨交加。现场人头攒动，情况比我们想
象得更危急！党员、民兵、群众、志愿者
装沙子，扛沙袋，形成了一条人工运输
链。在现场，我只听得到雨声、指挥声、
口号声和铁锹铲沙子的声音。一箱箱矿
泉水就在角落里整齐地放着，可是没有
时间喝啊，因为多扛一个沙袋就能少一
分危险。

男：晚上9点20分，倾盆大雨浇在每
个人身上，单薄的雨衣已经不管用了，热
心群众送来几件厚实的雨衣，却没有一
个人穿在身上，他们像发疯似的扛起沙
袋往岸边跑，我的摄像机靠近他们，早已
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

女：河水、雨水、泥土、沙子，脚下已
经是深深的泥泞，雨靴踩进去拔不出来
了，拍摄还要继续，怎么办？

男：脱鞋！光着脚也要前进拍摄！
女：凌晨两点多钟，大家都把身上的

雨衣披在了摄像机上，这是我们工作的
默契之一。

男：我可以淋湿，摄像机绝不可以！
女：雨夜里，黑暗中，大家齐声唱起：
男女合起来：“团结就是力量！”
女：是啊，团结就是力量，暴雨浇不

灭精神的火焰，洪水冲不垮责任和担
当！

男：汛情叠加疫情，我们有幸多次采
访到一名退役军人袁世峰。郑州暴雨，
他第一时间召集队伍，组成救援团，给予
支援；家乡封丘连降暴雨，他一夜无眠，
紧急救援；新乡共渠出现险情，他又奔赴
现场，修筑了两处堤防。

女：那天下午，见到袁世峰，他累得
瘫在了地上，干呕不止。我们实在不忍
心再让他接受采访。夜很深了，城市进
入梦乡，专访这才开始。

男：这么一个硬汉子，面对镜头满含
热泪地说，再也不希望有这样的经历，看
到这一切，心如刀绞啊！那一刻我明白
了，什么是英雄！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
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女：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在这半年
里，我们学会了什么呢？

男：学会了用脚跑新闻，用心讲故
事。

女：在未来，我们还要加速加速再加
速，接近接近更接近；

男：这样我们的报道才能跟得上伟
大时代的节奏！

女：这样才不会遗漏每一个动人的
故事。

男：如果你问我们是做什么工作的？
女：我可以很骄傲地告诉你:
男女合起来：我是记者，永远在路

上。

用脚跑新闻 用心讲故事
□封丘县融媒体中心 李守众 赵茗茗

眼前的这位阳光男孩儿，在这个夏
天，为了 32 个生命，用他炽热纯净的初
心，挺立成了英雄的模样。

他，叫魏成雨，是河南农业大学农学
院 2019 级学生，是我们卫滨区的赵村
人。大雨，暴雨，特大暴雨！一夜之间，
牧野区寺庄顶村被洪水围困！东方刚刚
亮出曙光，魏成雨就和两个表哥一起，准
备了4个轮胎，开车前往寺庄顶村。

从赵村到寺庄顶村，总共也就 5 公
里的路程，车开了不到一半，就没法再走
了，一眼看去汪洋一片。他们弃车步行，
蹚着淹没到大腿的水，3 人一步步向前
挪动。抵达寺庄顶村，他们看到一栋栋
房屋泡在水里，屋顶上密密麻麻挤满了
人。为了一次能救出更多的人，魏成雨
决定把轮胎套在自己身上，在水中推着
橡皮艇，展开救援。刚下水没多久，他的
脚就被划伤了，但他一直强忍着痛没有

吭声。当时积水有多深呢？魏成雨整个
身子都泡在水里，1.85 米的他踮着脚尖
才能着地，而他的双腿已经开始抽筋。
就这样，来来回回在水中奔波 7 个多小
时，将 6 户人家 32 人从被洪水围困的屋
顶运到安全地带。

回到家已是晚上 10点多钟了，妈妈
劝他好好睡一觉，可他哪睡得着啊，手机
里传来卫河水面不断暴涨的消息。他只
在家待了一个小时，就急急忙忙往黄河
口赶，加入了装沙袋、扛沙袋的抢险大
军。两个半小时后，他又转战劳动桥。
汛情没完，疫情又来，魏成雨再次穿上红
马甲，出现在村里的防疫卡点。

他一路逆行救人的故事，登上了《人
民日报》，流传在网上，无数网友为他点
赞：称他为“真赞青年”。

而值得我们点赞的还有一位，他以
青春之我，护山河无恙！他叫汪浩翔，是
卫滨区胜利路办事处的一名青年志愿
者。7月24日，当看到我市多处受灾，停
电两天的时候，他坐不住了。

那晚，在抗洪大堤上，洪水咆哮着，
仿佛一头冲撞的猛兽。原本看着文气、
瘦弱的浩翔，和大家一起装泥土、搬沙
袋、运物资……就算手脚被泡得煞白，胳

膊被磕破流血，他也只是稍作处理就重
上“火线”。

脏？不怕！累？不怕！危险？也不
怕！搬运物资时，我就在他旁边，几次让
他休息一下，他都摆摆手，报以浅浅的微
笑，用手在比划着什么。我的心突然咯
噔了一下。原来，一直跟我们并肩作战
的小伙子，是一位聋哑人，无言却相互默
契，无声却又彼此信任。

可以想象，在抗洪一线，他所面对的
困难，要比我们普通人大得多。他的意
志毅力，要比我们普通人强得多。如果
说，那两天两夜，我们众志成城，在大堤
上建起了一堵防洪的高墙，那么我肯定，
这墙里有一块儿砖，是用炽热的青春烧
成的，饱含着对党和社会无限的感恩。

那天，志愿者给了我们一个表示胜
利的手势“V”，那么今天，让我们回馈他
们一个大大的“赞”！

是啊，大灾大难，最能砥砺初心、磨
砺意志、激励成长。世界看到了新乡青
年、中国青年的担当，感受到了这座全国
文明城市的温度，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些
90后、00后的志愿者，他们冲在前、顶上
去的青春样子、英雄模样，那是“请党放
心，强国有我”的铿锵宣言！

青春担当有我
□卫滨区委宣传部 任晓菲

照片上这位是卫辉市后河镇李兴
村人，他是新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办
公室指导员李文宾，家中十余口人暂
时居住在他新乡的家，但他却无暇照
顾家中老小，一心扑在工作上。

面对汛情，他负责着整个大队近
200人的后勤保障、物资采购工作，必
须第一时间为大队一线执勤人员备好
执勤用品，同时为了应对暴雨带来的
突发状况，李文宾一直吃住在队上，随
时待命冲锋抗洪一线。

7 月 24 日早上，在接到家人的电
话后，李文宾才想起当天是自己的生
日，回想起 2016年的生日也是在抗洪
一线度过的。

2016 年，李文宾的生日当天，因
白天工作忙任务多，特与家人商量晚
上下班回家过生日。而下午 4 点钟，
他临时接到抗洪任务后，没来得及和
家人打招呼就冲锋上阵了，直至晚上

家人左等右盼，等来的却是一通电话：
“今晚回不去了，我在合河执行抗洪任
务，你们吃吧，别等我了……”一个电
话让家人既失落又心疼。

当日晚上 9 点半钟，女儿给他发
来微信：“老爸，生日快乐！回来了别
忘了吃蛋糕。”看着女儿发来的没有舍
得切开的蛋糕，七尺男儿已泪流满面，
回复说“好好”。一句朴实的语言，表
达了他对女儿孝心的肯定，更坚定了
他坚守一线的信念。他说：“有这么多
战友陪我一起，生日过得更有意义！”

5 年后生日的今天，他依然奔波
在抗洪一线，不能与家人一起过生
日。面对同志们的祝福，李文宾说：

“百姓平安是我最大的生日愿望！”
这就是我们的干部，这就是我们的

党员，舍小家为大家，用热血守护群众！
合河乡共渠大堤全长9.7公里，是

我市防汛工作的重要屏障，是扼守市
区防汛的关键点，守住了大堤就等于
守住了“生命线”。

“上涨1厘米”“上涨4厘米”“上涨
32 厘米”……每小时河道水位上涨，
数字的跳动，牵动着共渠上所有驻守
人员的心。我们的县委书记、县长现
场指挥指挥，，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日夜值守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日夜值守，，

组成党员突击队封堵堤口组成党员突击队封堵堤口，，2424小时冒小时冒
雨巡堤雨巡堤。。

合河村党支部书记朱胜昔带领党合河村党支部书记朱胜昔带领党
员突击队冲向大堤员突击队冲向大堤，，喊响铮铮誓言喊响铮铮誓言：：

““请党放心请党放心，，守堤有我守堤有我！！请党放心请党放心，，守守
堤堤有我！”一把把铁锹不停地挥动，一
堆堆沙袋不断地垒起，吆喝声、碰撞
声、大雨声交织在一起，吹响了向汛情
宣战的嘹亮号角，他们的膝盖磕破了，
手掌磨破了，嘴里眼里进泥了，但这场
战斗最终胜利，日夜守护的大堤安全
了。

这就是我们的干部，这就是我们
的党员，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用生命
践行使命！

我们新闻工作者跟时间赛跑、与
险情争先，用笔和镜头记录着抗洪救
灾的日日夜夜，用心和真情讲述着抗
洪救灾的难忘瞬间，断电断网不断报，
上班下班人不停！有力有效引导舆
论, 全程全员做好报道，让暖暖的正
能量充满人间！

此时此刻，那一幕幕场景又浮现
在眼前：看！风雨逆行的“荧光绿”，闻
汛而动的“志愿红”，保平安的“水中
警”，冲不垮的“城管蓝”，是他们，为我
们撑起了这片天！

谁为我们撑起了这片天
□新乡县融媒体中心 尹鑫

这就是我们的家，请大家把视线转
向北方的一座小城——河南卫辉。

这是今年 7月 26日，我在家乡齐腰
深的洪水中拍下的一段视频……

7 月下旬，连续几天的暴雨让我
们的家乡成了泽国。无情的洪水漫
过桥梁、冲垮堤岸，万亩良田被毁，
城 市 、乡 村 一 片 汪 洋 ，几 乎 在 一 夜
间，近 20 万的亲人，不得不含泪离开
家园……

卫辉的灾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人民子弟兵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人
士纷纷伸出援手，卫辉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积极开展自救。洪水中他们逆流
而上，用行动书写人间大爱……那一幕
幕救援的场景、一个个感人的瞬间，至
今仍记忆犹新……

我是通过这张照片采访到崔永胜
的，他是土生土长的卫辉人。救援时，
他在水中浸泡了几天几夜后，双脚就成
了这个样子……

从参加救援开始，崔永胜只回过一
次家，回家是想凑点钱。因为他在救援
时发现，没有船很难救援，就想买两艘
冲锋艇，因此急需2万块钱。

从镜头里可以看出，崔永胜家境并
不是很好，可父母一听是为了救人，二
话没说，硬是东挪西借，和孩子一起凑
齐了2万块钱。

洪灾过后，崔永胜双脚肿胀，无法
正常行走。他就让家人买来碘酒、酒
精，自己在家里进行简单的治疗。我问
他为什么不上医院，他说：在家能省点
钱……

为救人他曾一下子拿出 2 万块钱，
对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吝啬？可能很多
朋友无法理解，但从他身上我们读懂了
什么叫无私和奉献。

8 月 3 日下午，卫辉市农商银行南
站分理处，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顾客
进门就说：“我想捐款。”他说着便从书
包里掏出一沓钱来，数了又数，整整
4500元。

工作人员注意到，这位大哥身上的
衣服已经洗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能感
觉到他生活并不宽裕。工作人员就随
口问了一句：捐多少？大哥非常肯定地
说：“全捐！”

后来在攀谈中得知，这位大哥竟然
来自遥远的贵州。他不会网上或手机
转款，又不敢轻易相信他人，便只身一
人，从 2000 多里外的贵州，一路辛苦来
到卫辉，亲手把这笔带着体温的捐款交
到灾区人民手中。

眼前的这一幕，让现场的人员瞬间
落泪。

他叫司文峰，是位于良相坡泄洪区

的卫辉市顿坊店乡前稻香村党支部书
记。在全村转移期间，他被洪水冲倒，
腰部受了重伤。但他没有退却，而是忍
着巨痛继续坚守抗洪一线。

直到第三天，村里百姓全部撤离
后，他才去了医院，结果是肋骨骨折。

医生责问他：不疼吗？看病也能拖
吗？

而此时的司文峰只想简单处理一
下就重返抗洪一线。他说，咱是干部，
村里正缺人手，我真的离不开啊！

医生急了：你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
时机，不能再耽搁了，再忙，也不能拿身
体开玩笑啊！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卫辉，
无论是抗洪抢险还是恢复重建，灾后的
卫辉处处党旗飘扬。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通过这场洪
灾，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什么叫患难见真情，什么才是
真正的英雄……

英雄，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在危难
关头能够为我们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他们或许是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或许就
是我们的街坊、邻居或朋友，或许是一
个个我们喊不出名字的陌生人。当一
个又一个平凡的人，把自己的所能聚在
一起时，就会带给我们无穷的力量和感
动。让我们一起致敬平凡，致敬每一位
在那段最难的日子里，为卫辉流过汗、
拼过命的人，你们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真
心英雄。

致敬平凡中的伟大
□卫辉市融媒体中心 张欣

7 月 27 日，央视《新闻联播》出现了
一个我非常熟悉的身影，她就是红旗区
文化街街道建文社区党委书记杨俊
燕。面对居民的感谢，面对央视的镜
头，她只是朴实而平静地说：“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只要居民有所求，我必须第
一时间赶过去。”

“第一时间！”没错，杨俊燕大姐自
2016年担任居委会主任起，就把群众的
冷暖放在心头，破解着东家长西家短。

建文地区地处老城区，地势低洼、
老屋林立，河湾胡同等地更是每逢强雨
必会积涝的重灾区。哪里地势低容易
积水，哪个低保户身体不好需要救援，
哪户房子是危房需要转移，哪家老人子
女不在身边需要去看看……她都了然

于胸、牵挂在心。
从 7 月 20 日开始，风狂雨骤，连日

不息，汛情严峻。一个支部一座堡垒，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杨俊燕没有一丝
犹豫，立刻身赴一线指挥调度。她冲锋
在前，带领社区党员干部奋战在抗洪救
灾的最前沿。

7 月 23 日下午，汛情告急。经过紧
急商议，决定将钟表厂、染织厂家属院
的孤老和儿童全部转移。晚上 6 点钟，
大雨瓢泼，水深及腰，积水最深处有 1.5
米。可是巷子狭窄，也没有专业的救援
工具，救援难度可想而知。从天亮到天
黑、从傍晚到深夜，她和大家一起站在
雨中、泡在水里，孩子小就抱、老人行动
不便就背、没有皮划艇就抬……在她坚
毅目光的鼓舞下，没人叫苦、没人喊
累。经过 4 个小时的奋战，区域内的群
众全部安全转移。居民说：“看着她真
是累呀，我们都感动得流眼泪！”而杨俊
燕说：“累是真的累，但是忙起来就不想
那些了。”

是的，她顾不上休息，顾不上想家

里，更顾不上想自己曾经身患重病羸弱
的身体。没有几个人知道，杨俊燕是从
4年前突患癌症的打击中挺过来的。当
年的她面对无情的诊断，并没有给组织
添麻烦、要照顾，经历了多次手术和后
期化疗的她还没等身体完全恢复，便默
默地返回了工作岗位。领导想让她再
休息一段时间，她却说：“我放心不下社
区、心里牵挂群众，在家坐不住啊！”面
对汛情，她一如既往，身边知情的同事
看不下去，劝她要爱惜身体，她也只是
笑一笑说：“等雨不下了，咱再歇，这会
儿咱可歇不下来！”

终于，雨停了，水退了，但她并没有
像自己说的那样停下来歇一歇。面对
水灾肆虐后的家园，杨俊燕又马不停蹄
地带领大家投入到灾后重建、奔波在千
家万户。

大战大考，人民至上，党旗飘扬。
杨俊燕，作为全市20万共产党员奋战在
抗洪一线的普通一员，用坚忍和执着树
立起一面迎风而猎的红旗，用初心和荣
光交上组织和群众满意的答卷。

社区百姓的主心骨
□红旗区委宣传部 董艳超

暴雨肆虐，洪水漫堤！当危险来临
时，作为一名摄影记者，我冲到最前线，
用镜头将洪水中的每个感人瞬间定
格!

这段视频，是我在这次暴雨救援中
的一些经历。每当我翻开一张张救援
的画面时，那些感动便映在眼前。

7月23日，卫河水位上涨，牧野湖水
漫溢，洪水不断涌入新乡日报社。曾经
熟悉的地方变得陌生起来，一种揪心的
痛让我在风雨中浑身颤栗。

那天，我蹚着积水来到应急局，和
退役军人救援队一起，乘坐铲车前往牧
野区共产主义大桥，营救附近被困群
众。

到了桥上，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扑面
而来，一辆辆救援车辆左右排开，一艘
艘皮划艇在水面冲锋。他们在和时间
赛跑，在与洪水肉搏。

救援队员龙浩给了我一件救生衣，
我坐上皮划艇，和他们一起向村子里进
发。原本的道路，成了我们的“航道”，
路两旁漂浮着一辆挨着一辆的汽车，门
面房只能看到门头招牌，行道树只露出
了树冠。望着昔日家园遭此劫难，泪水
瞬间湿了我的眼眶。

行进中，龙浩接到小朱庄村“文化
艺术基地”内被困群众的求救电话。那
个地方不在主干道，房屋紧密，水流很
大，水面下暗流涌动。几米高的电线就
在头顶，伸手可及；路两旁低垂下来的
枝头，随时会抽打在我们的身上，无处
躲闪。

想要到达被困人员的位置，还需要
穿过一片小树林，树木的间距很小，不
少树枝被折断，裸露出白色的、像刀子
一样的枝干。龙浩说，在这种地形不明
的区域行驶，稍有不慎，船身就会受损，
十分危险。经过一番周折，我们终于找
到了被困的8个人，并成功将他们救出。

卫辉市上乐村镇处在泄洪区，村庄
内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救援船只无法
进村救援。当地政府紧急联系了山西
长治的航空救援队，他们使用直升机执
行救援任务。

77 月月 2525 日日，，我坐上了转移被困群众我坐上了转移被困群众
的直升机的直升机。。从空中向下看从空中向下看，，村庄被围困村庄被围困
在洪水中在洪水中，，成了孤岛成了孤岛。。群众站在高处群众站在高处，，
等待救援等待救援。。到达救援点到达救援点，，直升机悬停在直升机悬停在
十几米的高空中十几米的高空中，，放下救援绳索放下救援绳索，，将被将被
困村民一个个拉上飞机困村民一个个拉上飞机。。

起飞起飞、、救援救援，，降落降落、、再起飞再起飞，，转眼天转眼天
色已暗色已暗。。直升机没有夜航设备直升机没有夜航设备，，飞行员飞行员
请示返回总部请示返回总部。。这时这时，，在救援现场的卫在救援现场的卫
辉市副市长孙建明请求说辉市副市长孙建明请求说::村里还有几村里还有几
位老人没有转移位老人没有转移，，能不能再飞一次能不能再飞一次？？咱咱
不能让老人在这里过夜不能让老人在这里过夜。。航空救援队航空救援队
当机立断当机立断，，再次起飞再次起飞！！直至将被困的老直至将被困的老
人全部转移后才返航人全部转移后才返航。。

晚上8点多钟，安顿好所有救援队员
后，卫辉市领导付小彬、孙建明、侯振云才
蹲坐在路边吃晚饭，这时我看到他们的胳
膊上早已晒出黑白分明的分界线。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这场与洪
魔的抗争中，我感受到了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的民族精神，感受到了新乡人民
守望相助、众志成城的坚强和乐观，感
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不畏艰险、冲锋在
前的责任和担当！

这，更加坚定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一名新闻记者的初心和使命！

用镜头记录感人瞬间
□新乡日报社 赵云

今年7月底，我从台里来到记者站进
行支援，站长对我说，等这次抗洪抢险和
灾后重建结束后，站里要做一个系列短
视频，名字就叫《那一夜》。我问站长为
什么叫这个名字，他说，在这次抗洪抢险
中，很多人都经历了特殊而又难忘的一
夜。站长首先给我讲了 7月 21日晚上发
生在东孟河红旗区段的故事。

7 月 21 日下午，东孟河红旗区上焦
庄村段发生重大险情，洪水随时有漫堤
淹没万亩粮田的危险，同时也会冲垮桥
梁，这将对新乡高铁东站产生巨大威
胁。汛情就是命令，红旗区小店镇青年
党员迅速集结。

除了党员干部，附近村庄的妇女也
冒雨上了前线。道路泥泞，很多人都是
光脚负重前行。当天晚上，新乡市正在
遭遇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强降雨，瓢泼大
雨打得人难以睁开眼睛。但是，没有一

人掉队，没有一人退缩，直到次日凌晨 5
点钟，堤岸除险加固成功。

这是红旗区党员干部的一夜。还是
这一夜，新乡市妇幼保健院被大水围困，
医护人员一边排水避险，一边紧急转移
一名早产婴儿。

大雨中的夜晚，每一分钟都是刻骨
难忘。那一夜，新乡县的防汛人员寸步
没离共渠大堤，牧野区党员干部连夜转
移群众，获嘉县脱险群众住在了公交车
上。那一夜，凤泉区大块镇的党员干部，
白天以这种姿态抗洪抢险，夜晚，他们就
用这种睡姿告别黑夜。那一夜，在卫辉
市翟阳线5公里的路面上，伴着灯光和星
光，到处是挥汗如雨的人，到处是党旗飘
扬。还有人带着孩子来到前线。

那一夜，牧野湖周边的群众，看着湖
水不断上涨，很多人一夜没有合眼。第
二天一早，装运沙袋保卫家园的他们就
已经成千上万。是的，你没看错，这位大
姐就是用裤子做成了沙袋。

7 月 24 日的夜晚，是全新乡市民的
不眠夜。1000多位志愿者在新中大道筑
堤堵水，100多万市民在深夜里为新乡默
默祈祷。当天下午，市区东部大水进城，
市民志愿者和民间救援队员团结一心，

誓死保卫新乡。
黑夜有多长，感恩就有多远。卫辉

市前稻香村1500多名村民被洪水围困一
夜，看到武警战士和驻地官兵，他们唯一
的动作就是鞠躬感谢。

经历停水停电的漫长黑夜，牧野区
王村镇周村的群众等来了希望。挥手求
救和国旗挥舞，传递的都是对生命的渴
望、对国家的致敬。所以，我们看到了这
最感人的“一镜到底”。

又一个夜晚，大禹湖畔恢复供电的
小区亮起了灯光，停诊6天的新医一附院
光明重启，镇国塔再次有了历史的轮
廓。为了这黑夜里的光明，也有人晕倒
在灾后重建的现场。

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我们却
用它去寻找光明。我问站长，你印象中
最难忘的是哪一夜？他说，是 7 月 21 日
晚上。当他和同事从东孟河抢险现场回
来后，室内停水停电，室外水深到胸，他
们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睡了一夜。

灾难是用来见证的，痛苦是用来激
励的，黑夜是用来告别的，抗洪抢险和灾
后重建的每一个夜晚，给予牧野大地和
新乡人民的，都是满满的大爱和重启力
量。

那一夜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乡记者站 张幸雯

视频里的他叫王乃天。见到他时，
他正张罗着大家伙儿卸车，给村民发大
米。买大米的钱是牧野区慈善总会给他
的慰问金。受暴雨影响，王乃天所在的
牧野区韩光屯村受灾严重，水深达到两
米多。这段视频是救援队员随手拍下
的。

王乃天站的地方水下有一棵断裂的
杨树，断口非常锋利。救援队的救生艇
从这里经过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被划破，
救援人员和被救援的群众随时可能面临
危险。

王乃天就这样在两米多深的水里，
提醒过往的救生艇绕道行驶。救援人员

每次提出要把他接出去的
时候，他都说：“我再等等，
等大家都转移了，我再走。”

两个多小时，在人生长

河中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这是争
分夺秒抢救生命的两个小时啊！而对于
王乃天来说，可能是他这辈子离死神最
近的两个小时。

事后说起这件事，山东救援队队长
几度哽咽。

我问王乃天：“您真的不怕吗？”他
说：“现在想想确实有点儿后怕。”因为他
的善举，牧野区慈善总会给他送来3万元
慰问金，他扭头就买了1.36万斤大米，全
部发给了本村的村民。他说：“家乡有
难，我能出点儿力，心里踏实。”

听了他的话，我的内心很感动，但更
多的是认同。在这场暴雨中，帮助新乡
渡过难关的，有“救援蓝”，有“消防橙”，
有“志愿红”，有“医护白”……但我今天
想说说身上并没有鲜明职业特征的他
们。

这双脚的主人是一名普通的电工，
他叫张平。他脚上的伤痕，在我看来就
是他的“勋章”。

7 月 20 日，他工作的小区配电室被
淹，全部停电。整整 6 天，他没有睡过一
个囫囵觉。平时专业技术精湛的他，所
有抢修工作都冲在最前面。因为长时

间泡在水里工作，张平的脚开始疼痛，
等到疼得受不了时，才发现脚趾甲盖已
经化脓，同事硬拉他去看医生。医生
说：“怎么现在才来看，两个趾甲盖必须
拔掉。”

我问张平师傅，怎么就不能抽空看
看医生呢？不善言辞的他笑着说：“我是
陕西宝鸡人，来新乡16年了，新乡就是我
的家，咱又是干这个工作的，出这么大的
事情，多歇一会儿心里不踏实啊！”

我在一线采访中，见过 14 岁的少年
跟着父亲在牧野湖扛沙袋，见过放暑假
的大学生和母亲一同到安置点当志愿
者，见过 80 岁的老党员捐出自己的退休
金用于小区灾后重建，还见过7岁的孩子
抱着自己的存钱罐给妈妈，让把它送给
最需要的人。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样的
感受，这个夏天过得太慢了。可就在这
一帧一帧的慢镜头中，让我们看到了一
个个温暖的瞬间，虽然大水围城，但随着
大水流淌的还有牧野儿女的爱。这些
爱，让我们这座小城变得异常柔软，只要
轻轻一触碰，就会湿了眼眶。在灾难面
前，新乡人用爱守护着自己的家园，这是
侠之大者，更是凡人英雄！

暴雨中的“小城大爱”
□新乡广播电视台 赵莹莹

作为一名记者，我用镜头记录了
这个不平凡的夏天。

7 月 20 日，突如其来的特大暴
雨，让辉县一夜之间变成了汪洋。停
水停电、通信不畅、道路不通，往日简
简单单的回家路变得困难重重。

在这次抗洪抢险中，有许许多多
的基层党员干部、群众，身先士卒，置
个人安危于不顾，牢牢守护后方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暴雨过后，辉县市占城镇王官营
村受灾严重，村民被困家中，物资短
缺。倪方云自告奋勇担任向导进入村
中救援。前一秒还在怒斥回怼，后一
秒已经泪流满面。原来在房顶上的待
救者是倪方云的家人。

倪方云一边哭着一边给家人拿了
些许物资。不敢再看母亲，因为她知
道，等待救援的不只是她的家人，还有

更多的父老乡亲。
提起亲人，倪方云满怀歉意。但

是她从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暴雨过
后，无数像倪方云这样的志愿者，他们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得到别人的帮
助后转身又去帮助别人。

我们欣慰，暴雨非但没有击垮我
们，却迸发出了河南几千年文化沉淀
出来的修养与文化。我们更欣喜，在
志愿者的行列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筑起了青春堤坝。

这一幕是拍石头乡应急救援队，
90 后党员闫攀冒着生命危险救下被
困人群的一幕。当时，拍石头乡境内
6座水库相继溢洪，流量达到340立方
米每秒。拍石头乡境内的人出不来，
外面的人进不去。这是当时留下的唯
一影像资料。

闫攀等人第一批赶到事发地点。
救人心切！不熟悉水性的他顾不得多
想，套上救生圈，扑腾一声跳进洪流之
中，踏着河底的泥沙一步一步靠近摇
摇欲坠的越野车。

10米，8米，5米……突然，一个浪
头打过来，马上就要够到车子的闫攀
瞬间被冲跑了……生命危在旦夕，闫

攀下意识开始抓取手边的一切东西，
一根玉米秸秆被拔了起来，又一根玉
米秸秆被拔了起来……终于再一次伸
手抓握时，他抓到了一棵小树，用尽全
力抓紧稳住身体。随后，救援队队员
相继赶到。直到回到乡里后，大家才
发现他的双腿已经血肉模糊。

入党的时候，我们都曾宣誓，“随
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入党誓词只有短短 80个字，记住
并不难，难的是终身坚守。每天工作
结束时，我都会告诉自己，明天一切都
是崭新的，使命却是不变的。成为“当
下”的记录者，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成为未来的瞭望者，把最生动、最新鲜
的新闻事实呈现给观众，这是新闻职
业带给我的激情和力量，它激励我永
远坚守初心，书写青春和梦想。

坚守初心 点亮希望
□辉县市融媒体中心 李然

7月26日，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
安排，受灾最严重的卫辉受灾群众相
继来到延津暂时安置。当天，我参与
了全程直播。

直播中，一位在城北学校安置的
大叔拉着岳焕文校长的手，眼泪情不
自禁地流了下来。

这个画面是当天直播过程中最触
动我的一幕。那个时候正是暑假，学
校教职工都已经放假了，而前来的安
置人员数量很多，从几个月大的婴儿
到 80多岁的老人，一时间前所未有的
重担都压在了 73 岁的岳焕文校长一
个人身上，从人员安排到房间分配，从
物资发放到慰问安抚，一天十几个小
时的工作量，年轻人尚且吃不消，何况
对于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他却说：

“作为共产党员，对老百姓好，就是对

党忠诚！”
此后接连半个月，岳焕文校长在

两个校区之间来回奔波，1300 多名卫
辉乡亲有热饭吃，有干净的床铺，能洗
澡，可就医，孩子们有人辅导、照看，真
切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感受到了厚重
的新乡大爱。

鲜红的党旗，感恩的锦旗，映衬着
欣慰的笑容。灾难面前，爱和温暖从
来没有缺席过。因为，我们就是一家
人！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关键时
刻，人民子弟兵挺身而出，坚强如钢。

“累不累，不累！累不累，不累！
累不累，不累！加油！加油！加油！
累不累，不累！”简短的问答，一声渐高
一声的回应，这是 7月 25日晚上 11点
钟周立航所在的南狮救援队在新乡卫
辉下园村抗洪一线休整时录制的短视
频。这个时候，周立航已经连续奋战
四天三晚了，他声音里难掩的疲惫让
人听着心疼，而干脆利落的回答让人
心安。

让人心安的还有这位老奶奶，图
片上这位在救生艇上的老奶奶连声道

谢：“谢谢，谢谢小伙子，幸亏遇见了你
呀……”老人是卫辉人，洪水中和家人
走散后，想要过深水区，结果被冲翻在
水中，幸好遇到赶往救援途中的周立
航。他当时也没有多想，听到有人喊，
想着站的高点能跳得远点，就直接从
车顶跳了过去。

“所有的人，大家放下手里的活
儿，除现役军人、退伍军人、预备役，其
他的全部撤出。”视频中，牧野大道彩
虹桥北侧，响起了震撼人心的话语，发
出这声音的，是延津县塔铺街道龙王
庙村的现役休假士官杨兆康。

新乡受灾以来，他积极向部队报
告情况，延迟假期，动员社区有志青年
投入抗洪抢险。在他的号召下，同村
申炎、申亚超等人一起奔赴一线，自行
购买救生器材来运送被困群众。7月
24日这天，杨兆康将所有退役军人整
齐列队，带到了彩虹桥，经过3个小时
的艰苦奋战，成功抢筑大堤。风雨中，
现场响彻“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

他们向险出征的执着，他们坚强
如钢的臂膀，他们炽热如火的情怀，感
动了世界，温暖着我。

因为他们，世界充满爱
□延津县融媒体中心 李钦钦

与新乡同行 为人民放歌
————20212021年防汛救灾年防汛救灾““好记者讲好故事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摘编演讲摘编

激扬多情文字，讲好新乡故事。11月8日，值第22
个中国记者节之际，我市举办防汛救灾“好记者讲好
故事”暨党史学习教育记者宣讲团成立活动，旨在深
入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省市党代会精神，扎实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为建设现代化新乡加油
鼓劲、凝聚力量。活动中，12名获奖选手结合亲身经
历，生动讲述了我市今年抗洪抢险和灾后重建中涌现
出来的真实故事，感人至深，鼓舞人心。现将12名选
手演讲内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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