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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积存垃圾即将清运完毕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昨日，

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获悉，市区积存生活垃
圾已连夜清运，郑州市协调了登封市和巩义
市的垃圾处理厂，紧急对市区积存的生活垃

圾进行分流处理。同时，各级城管部门将对
汛后垃圾处理厂、分拣中心、公厕、中转站等
环卫设施进行环卫防疫消杀，做好二次污染
防治措施。

公交恢复运营线路330条
本报讯（记者 张倩）昨日，据郑州市交通

运输局发布消息显示，自抗汛以来，全市交通
运输系统累计出动人员两万余人次，机械
4500余台次，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
工作，目前全市交通运输系统正在有序恢复。

截至昨日，全市干线公路灾毁路段 918
处，已抢通 426处。农村公路灾毁路段 5416
处，已抢通1271处。

全市长途客运已恢复营运线路 370条，
25日当日发送班次927班，安全运送旅客1.3
万人。客运中心站、东站、南站、西站水电均
已恢复，保持正常运营，客运北站目前仍处于

停水断电状态，预计两日内恢复正常运营。
全市25家危运企业已正常复工24家。
市区运营出租车在线6539辆，网约车在

线14653辆，达到平时运量的80%左右。
郑州公交已恢复运营线路 330 条，恢

复 率 超 97%。 其 中 ，全 线 恢 复 运 营 线 路
234条，区间运营线路 96条。

又讯（记者 张倩）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
局郑州站了解到，受河南多地水害影响，郑州
东站、郑州火车站仍有大量列车停运。昨日，
郑州火车站开行列车79列，郑州东站开行列
车175列，运输秩序正在逐步恢复中。

郑欧班列恢复正常运营
本报讯（记者 曹婷）记者从市物流口岸

局最新了解到，25日 11：30，从比利时列日
出发经二连浩特入境的中欧班列（郑州）到达
郑州铁路口岸,标志着中欧班列（郑州）恢复
正常运营。

据了解，7月 20 日，受特大暴雨影响中

欧班列暂停发运。陆港园区断电断网，该局
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积极协调海关对卡口系
统和监控系统进行联合检查，提供电力、网
络、临时办公场所供陆港公司办理班列业务，
协调督促郑州中心站对场站铁路线水毁的设
施进行紧急抢修、调运车板。

官渡变电站设备运行恢复正常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华 通讯员

王洪涛）昨日，从国网省电力公司传来消息，经
过连续5个昼夜鏖战，500千伏官渡变电站汛情
得到有效控制，目前站内设备运行恢复正常。

目前，变电站围墙外全包围围堰已基本
形成，围堰内积水最深处水位已降至 20 厘
米；变电站北围墙、西围墙沙袋防御墙已构筑
完成，排水工作仍在持续。

29座立交今日具备通车条件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谷长乐 曹

婷）昨日下午，市政部门正在抽排东风路隧
道口最后 100 米的积水，今日，市市政工程
管理处管辖的 29 座立交将全部具备通车
条件。

据了解，市政处管辖范围内的一般道路
积水均已抽排完毕，正常通行；29座雨水泵
站立交中，快、慢车道都可通行的有 23 座。
分别为：城东路立交、郑新路立交、货站街立
交、未来路立交、科学大道西立交、科学大道
东立交、桐柏路立交、黄河路立交、沙口路立
交、化工路立交、兴隆铺立交、金水路立交、嵩

山路立交、彩虹桥西立交，航海路立交、东风
路立交、农业路东立交、农业路西立交、秦岭
路立交、彩虹桥立交、南三环小立交、紫荆山
立交、中州黄河立交。

另外，南三环新立交、陇海路立交、中原
路立交、京沙北沿立交、西三环北沿5座立交
积水已排完、清洗后可通行，东风路隧道立交
正在全力抽升排水。

今日，29座雨水泵站立交将全部达到通
车条件。下一步市政处将继续全力以赴做好
排水清淤、抢修塌方等汛情工作，尽快恢复正
常通行。

近八成受灾小区恢复供电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华）昨日，从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传来消息，经过近两万
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抢修人员持续奋战，截
至昨日，受特大暴雨影响的 376个小区已恢
复供电，占全部受灾停电小区的 79.5%。其
中，电网设备未被水淹的 311个小区全部恢
复供电。

据统计，在这次特大暴雨中，全省受损线
路 1850条，涉及用户 374.33万户，其中郑州
受损线路 508条，涉及用户 126.63万户。目
前，全省已经抢修恢复线路 1734 条，用户
348.24万户，其中郑州已经恢复线路498条，

用户 117.88 万户。郑州 473 个小区已恢复
供电376个，90个正在抢修。

国家电网公司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和资
源，加大跨区支援力度。已累计安排外部支
援发电车468台，其中421台已经投入使用，
27台正在接线，20台正赶往需供电小区。25
个省级电力公司超过1万名支援人员正在全
省各地加紧开展防汛抢险抢修保供工作。

为尽快完成电网设备被淹小区抽水工作，
为抢修创造条件，国网河南电力共计投入潜水
泵 661台，发电机 821台，烘干机 400台。目
前，因积水不具备抢修条件的小区为7个。

暴雨让人民公园受灾严重，公园迅速开展生产自救和灾后恢复重建。截至昨日，
人民公园累计投入500余人次、园林机械25台、垃圾清运车辆10余台进行作业，清理
淤泥路面3.2万平方米，清理垃圾22余吨。 本报记者 裴其娟 摄

火箭军里的郑州小伙儿
和妈妈说了一样的“谎”

妻子临盆在即被困
丈夫坚守抢险一线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华 通讯员 张静

“20日傍晚还断断续续能联系上她，到了
晚上 11点就彻底失联了，直到 22日父母把她
接到身边照顾。”7月 24日，金水西路正在抢修
中的环网柜边，31岁的韩剑鹏说到即将临盆的
妻子眼角泛红，直视着前方一度沉默不语，但这
一幕很快被响起的手机铃音打破。

韩剑鹏是国网郑州供电公司牛砦供电所的
所长，也是郑州供电公司最年轻的供电所长，7
月 20 日晚，他的妻子坤坤只身一人被困在停
水、停电、没有信号的小区，只能靠家里所剩无
几的零食熬过漫长黑夜，那时距离妻子的预产
期仅余10天。

当晚11时许，因雨水倒灌淹没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高、低压配电室造成全院停电，身为
党员的韩剑鹏毫不犹豫加入焦裕禄共产党员服
务队防汛保电小组，与队友在齐胸深的水里艰
难“逆行而上”，对医院展开彻夜抢修直至成功
复电。

“媳妇生产的医院都安排好了吗？有电
吧？”抢修完毕，队友关心的一问，让韩剑鹏语
塞，他真没来得及安排。

“剑鹏不是去往下一个抢修现场，就是在现
场等配电的同事来做设备试验，4天来他就没
好好睡过一个囫囵觉。”队友闫永斌手指着韩剑
鹏鞋子上已经干了的泥说，这还是头一天在配
电室的泥泞里使了劲儿才拔出来的。

96小时，韩剑鹏都经历了什么？参与防汛
保电抢修超过 100起，按照每间隔 4个小时一
次抢修工作汇报的频次，已经集中碰头汇报或
者手机群内汇报 20余次，“复电小区统计群”

“配电抢修群”等相关防汛保电的群就有 6个，
涉及发电车、供电所、支援队伍等等，而这些数
字还在不停地刷新当中。

“你注意安全，随时给我报平安。”“我在现
场，家里怎么样？”“家里挺好的，你在室外，一定
要注意安全啊。”韩剑鹏的微信背景图是妻子坤
坤的自拍，两人的甜蜜对话透着小夫妻对彼此
的牵挂。

“我真的不一定能陪媳妇生产，但是我相信
家里一定能理解。”韩剑鹏表示，只希望用最快
的抢修速度让百姓用上电，如今全国四面八方
的支援队伍都来了，大家更加信心百倍，携手共
渡难关。

赵小森是市文化市场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一名转业干部，现任该
支队派驻中原区和高新区的一大
队大队长。

7月 20日 15：00，赵小森带着
三名队员前往文化市场执法途中
遭遇暴雨，看着降雨量和水位迅速
上涨，为保证队员安全，他迅速通
知队员各自返回。

此时雨越下越大，当他开车行
驶到金水西路与桐柏路交叉口时，
地下道被洪水倒灌形成漩涡，只见
一名骑电动车的年轻女子和后座同
伴突然被水流冲倒，电动车顷刻压
在她们身上，水没过她们的身体只
露出一只求救的手。赵小森火速下
车把二人从电动车底下救出，又把
这两位女士护送到旁边的高地。

此时，他接到孩子打来的求救
电话：因水位太高被困回家途中。
他火速调转车头往孩子描述的地

点开去。途经金水西路与嵩山路
地下通道时水位已有近一米深，强
行通过可能发动机进水熄火，正犹
豫间，他看见前方水里有 3个人紧
紧抱在一起，被湍急的水流吓得不
敢动弹，随着水位升高，时刻有被
上涨洪水卷走的危险。

赵小森急忙驱车协助 3 名被
困者上车避险。车上聊天得知，其
中一位女士的爱人正在郑东新区
抢险，所以不能第一时间来接她，
家里孩子还小因放假无人照看一
个人在家，电话也联系不上。看
着这位母亲焦急的神情，他想到
现在城市公交都已“瘫痪”，这位
女士走回家需要四五个小时，顾

不上苦苦等待自己的孩子，决定
先送被困者回家……路上积水过
腰，很多平日熟悉的路线已不能通
行，一路开一路向过往司机打听，
几经周折终于在当晚 10点左右把
受困者平安送达。

随后，他赶紧联系自己的孩子，
可手机无信号。他在心里默念：“我
在救别人，你身边也一定会有同样
的好心人救你的，挺住、加油！”在去
往孩子约定地点的路上，他已非常
疲惫，折返到农业高架熙地港上口
处，看到有一男子在大雨中招手求
救。没有丝毫迟疑，他立即踩了一
脚刹车，让这位求救者上车。

浑身湿透的男子用广东话连

说“谢谢”，他说：“我在雨中已经走
了一个小时，现在手机无信号……”
原来，他是来郑州旅游的广东人，
自己在雨中走了一个多小时，体力
和心态几近透支。

当晚 11 点多，赵小森顺着高
架一路开到西三路与农业路下口
处，看到距离路边酒店只有几百米
了，而下桥口积水太深，他的车也
无法再靠近了，就目送这位广东游
客徒步走到酒店门口才放心驶离。

几经周折，他终于在次日凌晨
接到孩子。当时孩子一直在一家
热干面店里避雨，多亏店铺老板接
纳，让孩子手机充上了电，联系到
了爸爸。

两人回到家，已经凌晨两点多
了。他打开手机，看见郑东新区那个
独自在家的孩子用妈妈的手机给他
发来道谢信息。他赶紧回了一句：

“乖孩子，叔叔也平安到家了，晚安。”

“洪水一天不退，我们一步不退”，响彻在阜
外华中心血管医院上空的口号，安抚着暴雨过
后仍手足无措的群众。25日中午，进驻郑州阜
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的火箭军某部救援队结束
了一上午的工作，按照惯例午饭前列队高唱军
歌。“每天都能听到战士们在这里唱歌，很振奋
很有安全感。”现场志愿者告诉记者。

战士们用餐的位置，是在门诊二楼心血管
内科门诊候诊区，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刚清理完
病房的战士曹溆，曹溆今年 22岁，郑州人。20
日看到郑州遭遇暴雨后，曹溆急忙打电话询问
家中状况，母亲一句“家里没事，你不要担心”便
草草结束了通话。21日，郑州市区、乡镇汛情告
急，中部战区火箭军紧急出动赴郑开展救援，他
们的身影开始出现在每一个最危险的地方。

22日，2000 余名病患和医务人员受困于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曹溆所在部队接到命
令奔赴医院开展援助。“我们接到的主要任务是
物资搬运、清淤、消杀。”他说，“刚回来的时候门
口的积水仍是没过大腿，但门诊大厅的积水已
经基本消退。”看到暴雨阴霾笼罩下的家乡，曹
溆心里很不是滋味。

来不及过多伤感，他立马投入到任务中，和
300多名官兵一起全面进驻郑州阜外华中心血

管病医院，对医院的室内外污水、垃圾进行清理
（如图），并全面展开消杀，帮助恢复重建。

此时，母亲并不知道曹溆已经身在郑州，只
是从新闻中看到火箭军在郑救援，直觉告诉她
儿子可能就在其中。电话终于通了，连续奋战
十多个小时的儿子并没有透露自己身处何处，
只是说了一句和母亲同样的话“我没事，你不要
担心”。

“我家是做家电生意的，后来我才知道，店
铺和仓库全都被淹了，电器全泡了。”曹溆说，

“我妈妈总说我是报喜不报忧，其实我知道她也
一样。”可能是母子之间独有的默契，随后的几
天里，两人都没有再多问什么。

郑州天空已经放晴，大厅、院子里的积水
已经退尽，记者发现在二楼的医务区，不少战
士在抹药，询问之下得知许多战士因为长期浸
泡在水中，起了疹子。战士马黎明，清运垃圾
时不慎划伤，咬牙缝了 15 针继续干活。战士
们的英勇顽强、坚韧不拔，为城市生活秩序的
恢复按下快进键。

清淤、消杀工作还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未来
几天火箭军某部救援队官兵会继续对医院进行
全方位消杀，争分夺秒恢复医院医疗条件。

郑报全媒体记者肖雅文文丁友明图

凡人英雄

12小时生死救援
本报记者 孙志刚

狭长的洞口用纸板临时封住，
四壁略显零乱的杂物保留着那个
雨夜的原貌。“我妈和我儿子就是
从这里被救出来的，当时地下室的
水距房顶仅有 10 厘米，再晚一会
儿不堪设想。”在工人路 340 号院
被救女主人张淑梅家，她的儿子李
培眼含热泪回忆起当晚的场景，

“感谢所有参与救援的恩人们。”
两台发电机，4台浮力泵，近百

名救援人员参与，用时 12小时，两
名被困人员最终获救。

“看到外面雨急，怕地下室物
品被淹，就去整理地下室的物品。”
7月 20日 15点，张淑梅和老伴儿、
孙子三人走进地下室，想把低处的
物品放到高处。就在整理的过程
中，很短时间，水已经漫过地下室
的门头。张淑梅的丈夫和孙子用
力砸开地下室的门，但是洪水堵
门，已经出不去了。张淑梅的老伴
儿不甘心，决定再出去找找出路，
然后再也没有回来。

“我3点 50分接到妈妈的求救
电话，就赶紧回来。”正在上班的李
培说。然而，从单位到家直线距离
不过四五公里，他用了3个小时。

“快！到工人路 340 号院去，
有人被困地下室。”当日 17 点 36
分，中原区汝河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吴孝刚接到郑密路社区上报后，立
即召集班子成员和相关人员，并联
系中原区消防救援大队增援，迅速
赶往事发小区。

由于雨势过大，路面积水深达
1米多，水流湍急，吴孝刚带领的救
援人员只能在齐胸深的水中徒步
缓慢前行。

19点 30 分，当救援人员步行
至工人路淮河路口与中原区消防
救援大队王勇队长会合后由工人
路西侧逆流向南出发，短短 300米
走了半个小时。

救援人员赶到，紧急启动抽水
泵开始把地下室的水往外抽排，虽
然水位在缓缓下降，但效果并不明
显。“继续增加抽水泵，加快排水速
度。”吴孝刚现场指挥，想方设法寻
求物资支援。

当橡皮艇和第二批消防队员
抵达后，加大排水力度。大家都
寄希望于 4 台水泵同时排水，能
很快把地下室水抽干，尽快将人
员解救出来。然而，雨越下越急，

水位仍未见下降，排水效果并不
明显。

“决不能让这次救援失败，一
定要把人救出来！”吴孝刚决定转
移救援思路。“破楼，强拆！救人！”
吴孝刚和王勇商量。

在征得被困家人的同意后，迅
速投入下一个救援预案：破楼。

破楼入口就在地下室正上方
的一间卧室。一开始采取用消防
锤等工具敲击方式，大家轮换着砸
地板，表面还很容易，锤落水泥块
乱溅。“当砸到钢筋混凝土时，一砸
一个白点，一点都敲不下去。”吴孝
刚更是心急如焚。

吴孝刚又紧急协调消防增援，
携带电锤和发电机赶到现场。同
时，协调两名医务人员到达现场待
命，随时准备抢救被困人员。在破
楼的过程中，救援人员还采取敲击
试探回应的形式，听到地下室的呼
救声，信心更足了。

在增援人员电锤到达后，救援
速度加快，先破一个小洞，进一步
确认有生命迹象。医务人员准备
了自制营养液放在矿泉水瓶内从
洞口投进地下室。

随着洞口越来越大，救援的
希望越来越大。救援人员轮流使
用电锤，加快救援速度。“当洞口
打开时，地下室积水离顶部就剩
10 厘米了。”李培介绍，当时她妈
妈和儿子已经用物品支在身下，
采取上浮姿势用 10厘米的空间呼
吸空气。

“先找一床被子铺到地上。”吴
孝刚考虑到被困人员体力透支，提
前安排好。当最后一块水泥板带
着钢筋沉下去的时候，惊喜就在眼
前：张淑梅从水下托举着 14 岁的
孙子，众人小心翼翼地将小男孩抬
出来，紧接着把张淑梅缓缓拖上
来，平躺在被子上。医务人员迅速
对其进行相关检查和照料。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张淑梅的丈夫在寻
找出路折返时失联。

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经过12
个小时的较量，两人生还，大家悬
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在人民
群众危难关头，党员干部和群众携
手相助，救援人员奋不顾身，大家
齐心协力谱写了一曲感人的生命
赞歌。

暴雨中，他选择先救陌生人
本报记者 成燕 通讯员 曹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