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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救灾慈善捐款
使用情况公告发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从 7月 24日至
29日，郑州慈善总会接连发布多条公告，对总会接收

“防汛救灾”慈善捐款、物资捐赠以及使用情况进行公
示，及时主动向社会大众公开谁捐了、用哪儿了等详
情，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一句话，感恩社会各
界爱心支援的最好方式，就是及时把大家的爱心传递
到最需要的地方。

公告显示，依据《慈善法》和相关法规规定，根据各
开发区、各区县（市）受灾程度和郑州慈善总会接收社
会非定向捐赠资金情况，由郑州市政府统一安排，及时
拨付各开发区、各区县（市），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扫二维码查询郑州慈善总会“防汛救灾”慈善
捐款使用情况：

八方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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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英雄

湖北文博界同仁支援河南
本报讯（记者 秦华）“确保文物安全、人员安全，人

在，文物在”。一场暴雨，让全国人民看到了河南文博
人确保文物无恙的初心与坚守。在得知河南不少文物
遗迹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之后，湖北文博界立刻行动，
守望相助，与河南文博携手共渡难关。

此次暴雨，造成郑州、洛阳、巩义、济源、新乡等文
物单位密集地区遭受严重灾害，部分博物馆和考古工
地有渗漏进水情况，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遭受不同程度水毁险情。

在得知河南不少文物遗迹遭受险情之后，盘龙
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熊家冢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屈家岭考古遗址公园、石家河考古遗址公园、铜绿
山考古遗址公园、龙湾考古遗址公园以及苏家垄考
古遗址公园等湖北的七家单位迅速组织、紧急购
买，捐赠消毒水、雨衣、雨靴、强光手电等急需品驰
援河南同仁。

据了解，这批物资将陆续抵达大河村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郑州商都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以及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文博单位，助
力抗洪救灾工作，携手共渡难关。

辽宁“老铁”来了！
郑报全媒体记者 汪永森 文/图

“最可爱的人”救了我们
本报记者 李瑞蕊

“生死一线的时候，是解放军战士救了我
们。”20日下午，来自吉林的高展和三位同事来
郑州出差，当他们驾车行驶到建设东路时，由于
水势过大，车子熄火了，“雨太大了，信号不好，
求救电话也没能打通。”

暴雨如注，车内开始进水，逐渐没过了小腿、
腰部，一直没到了胸口，坐在车里也渐渐喘不过
气来，四个人只好爬上车顶等待救援。关键时
刻，河南省军区郑州第五干休所门口冲出来6名
解放军战士，挽着手一步步朝他们挪过去。

“有救了！”高展激动地喊。他说，看到解放
军战士的那一刻，心里的恐惧和慌乱忽然消失
了，就像吃了“定心丸。”

但救援并不顺利。
水流湍急，战士们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

50米的距离走了一个多小时。
“水流太猛了，战士们始终无法靠近车辆。”

在距离他们的车不远的地方，最前面的战士想
把手里的消防绳抛给高展，但绳子一扔出去就
被水冲走。试了十多次，都以失败告终，战士们
只好改变战术，把消防绳的一端系在上游的一

棵树上，两名战士抱成一团，拉着消防绳顺着水
流半走半游地往车的方向挪动。

在快要靠近车辆的时候，一个急流过来，战
士们被狠狠地摔在车尾上，他们顾不上疼痛，顺
势抓住了车门，将消防绳牢牢地系在车上。

战士们爬上车顶将几个人救下，高展的一
位同事先抓着消防绳往回走，谁知刚走了几步，
就被水流冲翻，整个人跌进了水里。千钧一发
之际，两名战士拉住了他的腿，用尽全力将他拽
出水面，而此时，他身上的衣服、眼镜、鞋子、手
表已全部被冲走。

“从我们后面过！”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拉
住绳子，排成一面“人墙”，挡住湍急的水流。4
人被“人墙”接力护送到路边的安全地带，6名
战士却转头又冲进了洪水中，艰难地挪向另一
辆被困的车……

29日，高展和家属代表来到河南省军区郑
州第五干休所，给战士们送上锦旗。

面对感谢，几名战士只是腼腆地笑笑：“人
命关天，谁见了都会出手去救的，何况我们还穿
着这身军装。”

精准支援显真情
本报讯（记者 苏立萌）风雨同舟，共克时艰。7月

29日一早，郑州日报党总支携手本土爱心企业东方金
典集团新密公司、鸿祥集团，走进新密市白龙庙村，把
紧急筹备的近1500箱救灾物资、生活物资送到村民手
中，助力白龙庙村灾后重建。

受 7月 20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新密山区的白龙庙
村受灾严重，多户房屋倒塌、进水，多处道路被雨水冲
断，电力无法供应，百姓急需物资支援。作为白龙庙村
的定点帮扶单位，郑州日报党总支了解该村受灾情况
后，第一时间搭建爱心桥梁，聚合社会爱心力量，迅速
筹集村民急需的生活物资，以实际行动帮助受灾群众
渡过难关。

作为参与此次物资捐赠的爱心企业之一，东方今
典集团新密公司紧急采购火腿肠、方便面等应急食品
近千箱送往该村。爱心企业鸿祥集团定向采购了自热
米饭、面包等方便食品400箱，并为受灾村民带来100
套被褥，体现出一家河南本土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灾难
面前的责任与大爱。

奋战在抢险一线的“船长”
本报记者 杨丽萍

在郑州遭遇极值暴雨期间，街头巷尾涌现
出了很多救人于危难之际的平民英雄，他们如
同唐代诗人李白《侠客行》中的侠客般，“事了拂
身去，深藏功与名”。惠济区古荥镇师家河村村
民侯登旗就是其中一位。

从20日下午开始，他开着小船先后在雪松
路连霍高速下穿隧道、古荥镇纪公庙村、新乡辉
县、鹤壁浚县等地，帮助、救助了无数受困于暴
雨中的人，却一次次地拒绝了想要报道他凡人
壮举的记者。

28日晚上 8点，记者终于打通了侯登旗的
电话，当时他刚刚结束白天的救援回到新乡救
援点安置处，声音里带着疲意。简短的谈话
中，一个奔波在救援一线的凡人英雄浮现在记
者眼前。

20日，郑州遭遇特大暴雨，城区多处出现
积水，眼看雨越下越大，担心妻子和孩子安危的
侯登旗从仓库拉出已经布满灰尘的小船，用车
拖着船去接在高新区上班的家人回家。

到达雪松路连霍高速下穿隧道时，这里的
积水距离隧道顶不到 1米，一些汽车因在水中
熄火不得不弃车的车主，正在及腰深的积水中
艰难行走，侯登旗把船放进水里后，开着船穿梭
在这个下穿隧道中，从南往北、从北往南来回摆
渡受困人群。

持续一小时后，侯登旗着急地开着船去接
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随后便安心地当起了摆
渡人，直到夜深了看不到人才离开，等他回到家

时，已经接近晚上12点。
浑身疲惫的侯登旗扒了几口饭，简单洗了

洗正准备躺下休息，忽然有人来喊他，说索须河
泄洪，纪公庙村窑坑位置还有人没有撤离出来，
被洪水困住了，让他开着船去救人。

他赶紧收拾好东西开船出发，路面的积水
已经到了膝盖的位置，而且水速非常急，窑坑深
处水最深的地方有三四米，当时古荥镇政府、纪
公庙村的工作人员都在现场，但苦于没有救援
工具无法到深处展开救援。

迅速投入到救援中的侯登旗开着船，在窑
坑中的果树中间穿梭，搜救出十几位受困群众，
紧接着，省武警机动二支队开着冲锋艇来了，由
于其中果树比较多，冲锋艇无法发挥作用，侯登
旗继续开船协助省武警机动二支队，搜救工作
一直持续到天亮，他们一共救出了30多名受困
群众。

在家休整了几天后，侯登旗听闻新乡汛
情严峻，多处被淹，便和几个关系比较好的朋
友，开着车拖着船去了新乡抢险一线，帮助转
移受困群众、运输救援物资，29 日上午，他们
又马不停蹄地前往鹤壁浚县支援当地的救援
工作。

侯登旗说，一直不接受采访，是因为他觉得
自己做的这些都是举手之劳，谁遇到都会伸出
手，没啥好说的。

他还说：“咱北方的男人都是有血性的，别
看平常在家有点懒，搁到事儿上没有孬种。”

“开着我的铲车去救人吧”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孙记磊马杰

“开着我的铲车去吧，可以用铲车转移人！”
暴雨来袭，白沙镇多个小区汛情告急，群众被
困，得到白沙需要支援的消息后，中牟县广惠街
街道后潘庄村民李伟主动请缨，第一时间驰援
白沙镇……

33岁的铲车司机李伟是后潘庄村村民，汛
情发生以来，他主动投入到防汛工作中。

推着电动车的、带着孩子的、抱着小狗
的……在白沙镇一个被积水覆盖的路口，李伟
开着铲车，5分钟就可以送十多个人渡过积水。

除了李伟，还有很多热心人士投身防汛救
灾一线。韩红亮是广惠街街道三王村支部的一
名党员，也是一名普通的铲车司机。

7月 20日晚 9时，来自周口市商水县、租住
在三王村 6 号院的张女士感到阵痛越来越频
繁，显然是临盆在即，急忙拨打 120，可是因为
连降暴雨，急救车走到距离张女士 1.4 公里外

的道路上就无法前进了，张女士一家急得满头
大汗。正在此时，韩红亮驾驶铲车从此经过，张
女士的家人急忙前去求助。韩红亮二话不说，
急忙调转车头，众人合力把张女士抬上车，安全
护送到救护车上，再由救护车送往县人民医
院。两小时后，张女士顺利产下一名女婴，母女
平安。

辖区汛情趋于稳定后，韩红亮放弃休息，驾
驶铲车前往受灾严重的白沙镇，帮助当地党组
织运送救灾物资，摆渡需要帮助的群众。直到
洪水退去，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休息。

党员朱彦龙的救援主要集中在涉水车辆
上，先后救援涉水车辆 8辆；朱喜亮开车来回
十余趟，运送过往行人 200余名。朱兆帅和朱
书伟前往救援的主要是前程大道以西、富士康
附近，积水最深处达 1.5 米，用铲车来回摆渡
500余人……

“带着皮划艇，党员先上！”
本报记者 刘伟平

“当时没想那么多，人员被困，我们要做的
就是和时间赛跑，挽救生命！”28日，记者见到
二七区福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振威时，他声
音沙哑，眼里布满血丝。谈起20日夜里救人的
一幕，张振威心有余悸，却依旧语气坚定。

20日下午，张振威刚刚做完应对汛情的紧
急部署，一个电话带着焦急的声音打了进来：

“我是咱们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颖，我
在京广路永安街一辆公交车上，现在积水已经
快到车窗了！这边好几辆公交车上都是乘客和
跑上来的私家车车主，这个涨水的速度大家坚
持不了多久！”

“有公交车被困，快去救人！”张振威一声令
下，办事处工作人员闻讯赶来。

“带着皮划艇，党员先上！”9名党员干部迅
速成立党员突击队，前往京广路永安街救援。

彼时，路面最深处积水已达 1.5米，大家手
拉手艰难前行，终于来到李颖所说的公交车
旁。一个、两个、三个……车内乘客被转移到皮
划艇上，救援队又迅速把皮划艇推到人行道高
处，待人员下来后再推回公交车边，继续接下一
批乘客。

紧接着，办事处参加民兵应急连的李平阳、
刘笛等十几名干部职工也迅速响应，成立起两
支应急救援队。3支队伍经过近 4个小时的全
力救援，前后共有 100多名被困群众被转移至
安全地带，而打电话求助的李颖在车上一直在
协助救援其他乘客，自己最后一个下车。

历经惊险，被救的群众不停地说着“谢谢”，
不少人流下了泪水。面对感谢，张振威和同事
只是笑了笑：“大家没事就好！”随后，又立即投
入到防汛救灾一线。

28日上午，参与金水区凤凰台街
道辖区凤凰城 A 区抢险救灾的郑州
市联勤保障部队官兵开始撤离。得知
消息后，周边群众自发前来送别，凤台
路两侧挤满了人——

“解放军要走了，我们一定得来
送送他们。”李大妈这句话饱含着群
众对人民子弟兵的信任、难舍和感激
之情。

受“7·20”特大暴雨之殃，凤凰城
A 区遭到重创。该区商住一体，有
2000 户居民，1000 余家商户，约 26
万立方米的洪水灌满了该区两层地下
车库，供电、供水设施被淹，急需人力
物力参与排水排涝、恢复生产、生活。

灾情就是命令，7 月 25 日，郑州
联勤保障中心部队组织综合保障团、
九八八中心医院、汽车运输第五团等
共计200余官兵火速赶往凤凰城A区
参与排涝救灾工作。

在凤凰城 7.5万余平方米的地下
室，淤泥深厚、满地狼藉、一片黑暗，空

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身着绿色军装
的解放军官兵不惧危险，不怕恶臭，他
们拿着铁锹、扫把等工具，鱼贯进入地
下室，踏进厚厚的淤泥之中，有条不紊
地开展清淤工作。

前方清淤如火如荼，后方消杀防
疫工作也迅速跟上。解放军消杀分队
驾驶着消杀防疫车辆来来回回展开大
面积喷洒作业。对车辆走不到的区
域，解放军战士就背上喷洒器，对场所
进行深入、全面、细致的消杀，确保大
灾之后无大疫，全力保障辖区居民群
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送别现场，有一群八九岁的孩
子，他们手里拿着自己为解放军叔叔
画的水彩画，很多孩子在手绘的祝福
卡片上写着：长大要做像解放军叔叔
一样勇敢的人。人群中，有人手拿红
旗挥舞，有人抱着火腿肠、方便面、西
瓜等慰问品不断地向官兵手里塞，向
军车里装，他们用最朴实的方式进行
道别、致谢。

他们，为抢险提供技术支撑
本报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岳克宏 孙夕

此次特大暴雨灾情中，郑州市
水利建筑勘测设计院充分发挥技
术 优 势 ，闻“ 汛 ”而 动 ，奔“ 汛 ”而
去，为水利工程排险除险提供强力
技术支撑。

雨情就是信号。7 月 19 日至 21
日，郑州出现罕见持续的强降水天
气。看到雨很大，市水利建筑勘测设
计院立即组织人员成立 10人专业技
术人员小组，整理水利工程档案，进
一步掌握全市水利工程技术资料，并
根据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技术抢险
预案。

险情就是命令。持续强降水导
致郑州全域积水成灾，贾鲁河水位超
历史纪录，常庄、郭家咀和五星水库
先后出现险情。市水利建筑勘测设
计院负责人带领技术人员第一时间
冒雨奔赴险情现场，勘察问题点位情
况，提出技术处置方案，并现场观察

处置效果。在现场救援人员的辛勤
奋战下，常庄水库通过压、泄、排措
施，控制住了管涌险情，防止了溃坝
危险。郭家咀水库通过扩挖溢洪道，
加大泄洪量，降低了洪水水位，保证
了水库大坝安全。五星水库通过底
部固坝角、上部控流水、中部护坝坡
的措施，控制住了滑坡的进一步发
展，保证了大坝的安全。

洪水无情人有情。该院在全面
为抢险提供技术支撑的同时，还广泛
动员院里其他员工为抗洪的解放军
和武警官兵送水送饭，深入到社区开
展志愿救助活动。该院全体员工心
系受灾群众，为郑州防汛救灾捐款
100余万元。

灾后重建往前冲。该院组织 160
余人次深入河道、水库，采取人巡和机
查的形式，展开灾情普查和水毁统计
工作，为灾后重建提供一手资料。

“不用惊天动地的话语，情谊都在行动
里，豫辽携手重建美好家园！”29日，辽宁援
豫志愿服务郑州工作总站负责人说，300多
名志愿者“老铁”正战斗在救援一线。

7月 29日，9辆大卡车满载爱心物资抵

达河南，辽宁援豫志愿服务郑州工作总站立
即行动起来，一早组织人手将物资转运到新
乡市新区小学等处存放分发，同时对物资情
况进行统计调整。

“有个‘卡车联盟’主动联系志愿者，有上

万辆卡车和一两万名司机供调动，随时等待
指令驰援河南。”辽宁省众德慈善基金会理事
王海旭介绍，此次抵郑的 9辆卡车中，6辆被

“卡车联盟”留下配合志愿救援行动，下一步
将根据救援变化派出新的车辆和司机前来郑
州加入救助行列。

在转运物资的同时，另一支由退伍军人
组成的辽宁志愿者队伍的喷洒式无人机在
河南师范大学校园内起飞，确保不漏过一个
角落。

“大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张文涛
刚参加完高考，这名18岁的准大学生积极写
下请战书，跟着志愿队伍就来到了河南。”王
海旭介绍，7月 21日以来，通过海、陆、空等
不同途径进入郑州市的辽宁志愿人员已经超
过了 310人，不少志愿者自发由海路至烟台
后又转由汽车或铁路，辗转来到郑州市抗击
暴雨洪灾，将辽宁“老铁”的大方和实在体现
得淋漓尽致。

“老人一生经历了三次洪水，这一次她没
有害怕，看到这么多人来救他们，眼里都是泪
水，口中一直说着‘感动’！”一位90多岁的老
人在救援现场不断鞠躬。

据介绍，辽宁省 25 万余名志愿者、260
多支志愿服务组织和爱心团队、120余家爱
心企业和上百个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参与了援豫志愿服务行动，捐助的物
品中除了饮用水、方便面，还送去了水泵、发
电机、充电宝及衣、被等各类生活物品。

“在郑州、新乡、许昌这些地方，我们都感
受到了河南老乡的热情，他们让我们充满了
力量！”辽宁省青年志愿者协会相关负责人王
官升说。

“解放军要走了，我们一定得送送”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李世华 文/图

志愿者在救援一线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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