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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先进典型征文选登（三）
“花朵的事业是美丽的，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

但我愿做一片绿叶，绿叶的事业总是默默的垂着绿
荫的”。相识省璜“刚哥”章增强一天了，我脑海中飘
来飘去都是泰戈尔的这句话。

“刚哥”是省璜的章增强。我和他见面时，一提
起7·9洪灾，眼前这个高大的汉子又是泪花闪闪。“看
见漫街的洪水袭来，我立即想到沿溪地势低洼的建
功村”。他说，他生长在那里，作为一名老党员，他曾
在那里工作过10几年。他了解那里的情况，他了解
那里每个父老乡亲，他的心牵挂着那里。他再也顾
不上自己沿街的商铺，他即刻绕行崎岖的山路水里
泥里步行一个多小时赶到建功村去。一户一户的安
慰20多户房屋倒塌的乡亲，一家一家劝说沿街的商
店，一个一个走访危险地带。告诉乡亲们，只要人还
在，就不要怕，将来一切都会好的。经过长时间的劝
说，硬是把所有需要撤离的乡亲劝到了安全地带。

人员是安全了，缺水断电的乡亲的温饱成为当
务之急。这个老党员立即发挥自己平
时工作以及生意上的关系，筹措了每
户一袋米、一桶油、一箱水以及方便
面、牛奶等生活紧缺物资，协同村干部
造册逐户发放，让乡亲们解决了燃眉
之急。

等忙完这些，几天时间过去了。
这个老党员没有声张，才有空留心自
己的店铺，一片狼藉的店里只有他的
老伴在絮絮叨叨一边发牢骚，一边在
整理。因为洪水冲翻了蓄茶油缸，浸
泡了储存茶叶的冰柜，自己店里的30
多万存货已经全然报销，加上其他损
失，自己店里因灾损失不下38万元。

他没有心疼自己的损失，他清楚
省璜本来就是一个经济不怎么发达的
山区乡镇，遭此浩劫，不知道有多少乡
亲需要帮助。他一边到处走访，查看
灾情，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详实的记
录整理成材料，白天他到处奔波，夜里
在家里绞尽脑汁把材料整理清楚明
了。另一边，他时刻关注着外面救援
团体的信息，跟许许多多的团队联系，
为这些团队提供信息，为这些团队领
路。蓝天来了、蓝豹来了、那些活跃在
灾区的所有团队都来了。他成为这些
团队第一线真实的信息提供者和最忙
碌的志愿者，他的店里成为许多救援
物资的对接点和中转站。后期不下百
批次物资就在他店里中转，在他的协
助下发放。

紧张的救灾过去，每天走在省璜
的各个角落。他深切的感受到，一些
群体，比如因病、因残疾等其他原因，
灾前就特别困难，灾后更是雪上加霜。救灾物资的
发放，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他们需要更多的
帮助。为此，他积极的跟互联国际，还有许多在这里
不便透露姓名的爱心企业及团队联系，跟省内著名
爱心人士及自己有实力的老客户、老朋友接洽，提供
给他们详实的资料，带领他们入户核实情况，先后争
取爱心善款近40万，资助了困难老人、困难学生200
多个。

在灾区走访中，他接触到一个特殊的群体——
孤儿。每一个孤儿的背后都有一段凄惨的故事，每
一个都让这个汉子潸然泪下。他暗自了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每一个孤儿都能过上正常的日子，让他们
的悲剧不再延续。他建立了自己掌握到的陈彩青、
曾挺财等六个孤儿的详细卡片。不顾自己受灾损失
惨重，一边自己自掏腰包几千元，一边积极联络爱心
力量，逐个解决。现在读小学三年级的陈彩清、七年

级的曾挺财已得到爱心企业的结对子赞助，将一直
扶持到他们学业结束。王亿林等3个也至少得到8
千元以上的赞助，后续救济还在洽谈中。目前他正
着手第六个孤儿陈铭的资助工作，也正进一步查实
有否尚未查证到的孤儿。他说：“要让每一个孤儿，
在社会爱心力量的扶持下，从此不再悲惨！”

“灾难是人类无法逆转的，但是灾害是可以减轻
的”。7·9以后他积极建议并协助政府成立了并参与
了建功村民兵应急分队，还担任省璜镇应急突击队
副队长。一旦有灾难预警，立即备勤，随时准备抢险
突击，减轻灾难。7·9以后，在他建议下临时搭建的
建功便桥，已经经历了5次大水，也被大水冲走了5
次。而这5次，每次他都至少连续二十四小时成为
水位的义务监测员。他说，每当大雨到来，他都间隔
10 几分钟就实时拍摄水位情况，向外转发和报告。

“万一有不测大水暴发，我能给下游群众争取点时
间”，他说。实际上，7·9以后，何止这五个昼夜他不

眠不休，多少个夜晚，他为了整理资料
和对外联络，他不是忙到后半夜。对
此，他的老伴时常埋怨说：“你可不要把
老命都搭上啊！”

他忙，整天都忙。忙救灾、忙帮扶，
是一个忙碌的志愿者。他还忙协调，因
为群众信服他，他点子也多。灾后，他
已经协助政府协调了谷口鳗鱼场水毁
当地群众农作物冲突、灾后重建重型运
输车给建功村沿路群众震损群众设卡
堵路事件。他说，群众利益要维护，可
是发展鳗鱼养殖，也是发展当地经济的
重要举措啊！再说也灾后重建更是是
为了灾区早日恢复，速度可不敢缓慢
啊！他总是根据实际，据理力争，说服
群众。他还想了许多点子：限速、设减
速带、改用小型车辆等。群众的利益得
到维护，鳗鱼场主赔偿金也得到大幅减
少，灾后重建进程也得到保障！群众满
意了，施工方和鳗鱼场主也笑了。

他忙，7·9 让他走进了志愿者这条
路，再也停不下来了。九九重阳节即将
到来，他和他的“省璜帮帮团”，正准备
为50位困难老人，送上一个节日厚礼：
300元慰问金、油、棉被等日常用品。他
们准备在近期再次开展助学活动。他
说公益无止境，今后他们“帮帮团”每月
都开展两次活动：帮助孤寡老人五保户
残疾人等特困户，继续开展助学活动。

他忙，更忙于未来规划，他未来两
个规划。因为，在7·9以来的助学活动
中一些特殊案例中，他认识到对孩子最
大的帮助是要让孩子从小知法守法，他
已经联络当地关工委，拟以后定期到各

校开展法制讲座。还有，他觉得要真正长期稳定的
帮助孩子，就是要在各校设立基金，拟每个学校筹措
10-30 万元资金设立基金，每年拿出基金盈利奖学
奖教，这样才能真正长期稳定的帮助孩子。为此，他
已经积极联系省璜在外爱心企业家和成功人士，目
前已有一笔资金到位，其他部分资金也有了眉目，他
还要积极去争取。今年先在岭寨小学成立，明年将
铺开4所小学。

刚哥在志愿者道路上走了这么久，做了这么多
事，但是我们有几个人了解他呢？我们要像他那样
平凡而不平庸，始终抱有一颗不甘平庸的心，在激情
中一直走在志愿者的路上，去从事绿叶的事业。

短评：这篇征文通过主人翁的“忙”，把章增强老
党员关心帮助灾区的思想和精神表现得比较真实、
全面。老而弥坚，老而不忘党员的神圣职责，这是文
章的一大亮点。不足的是文章不够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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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注意，台风即将来临，请大家立即
整理东西，车子马上来接大家到下祝中学
……”一位拿着喇叭的同志正在三洋村铁桥
头挨家挨户喊着话。每逢台风暴雨，他总是
冲锋在前，带领大家转移群众。他总是私车
公用，开着车子为村里群众解决各种问题。
村里的群众对他都很熟悉，总是面带笑容口
口喊着“金书记”。他就是2015年7月市规划
局下派到第五批扶贫重点村三洋村担任第一书记的金焕生。

三洋村是下祝地势最低洼地，尤其是铁桥头和挡板溪沿河均
是房屋，防台风和暴雨任务最重。每逢台风暴雨，金书记总能千
方百计确保三洋村无人员伤亡，并将损失降到最低。

得到“尼伯特”台风讯息后，金书记第一时间组织村干部召开
两委会议，制定防汛预案，人员转移路线方案，并安排人员值班值
守。三洋村前乾路8号连摩托车都上不去，山高坡陡的偏僻土坯
房里住着一个特困家庭，家中有一位90岁的老爷爷聂能旺，儿媳
和孙女都是智障，孙子也有精神三级残疾，一家靠今年46岁的儿
子过生活。其房子后方曾发生过小滑坡，但高龄老人说早就习惯
了降雨天气，嫌麻烦拒绝转移，金书记在台风来临前，提前和村主
干一起对该户人员进行转移。但是，老人家嫌麻烦，认为活到这
么大岁数了，经历了很多台风，没什么大碍。金书记为了说服他
们转移，则一直与他们待在一起，对老人进行耐心解说，金书记表
示如果他们不转移，他也不走了。总算说动了老人，为了帮助老
人一家顺利转移到村部，他们安排了强壮的2个村干部搀扶着老
人家小心翼翼地安全转移。

7月9日上午，下祝乡乌云密布，雨势逐渐加大，金书记火速带
队前往三洋村铁桥头查看情况。因三条河流在铁桥头汇聚，如果
发生短时强降雨便会造成水位上升迅猛，给沿河的村民生命财产
带来极大威胁。在大暴雨来临前，金书记便组织村干部分组通过
拉响警报器、敲铜锣、喊话器喊话等方式迅速告知大家做好撤离
准备。有些群众转移意识不强，还没有丝毫动静。有些虽然在搬
东西了，但是也是不紧不慢的；针对这些家庭，金书记则将之前其
他地方发生洪水受灾的视频拿给他们看，告知他们，不可掉以轻

心，做了大量解释和动员工作，在村干部的配合下铁桥头及沿河
的村民22户89人全部安全转移，分别安置到村部、旅社和村民亲
友家。

当天晚上，金书记亲自在村部值班值守，第二天台风过后，金
书记又组织村干部到河岸和各个村民家中了解受灾情况，排查安
全隐患，逐一登记，并第一时间上报乡政府。

后来，有省地质鉴定专家来鉴定地灾点，金书记将村里的几
个发生滑坡点上报并带领专家逐一查看。在专家鉴定下，聂能旺
一家所居住地方属于地质灾害点，已不宜居住，需要做应急排险，
日后必须搬迁。金书记则认真解读补助政策，一面做他们一家搬
迁动员工作，一面帮忙准备整理各类申报手续，在他的努力下，聂
能旺一家总算确定搬迁，获得包括省、市、县、乡地灾重建户配套
补助和危房补助等共计13.08万。再后来，重建时帮忙选址征地、
联系租建材、找土木工人、好的模板师傅等前前后后，金书记帮了
很多忙，在他努力下，聂能旺一家成为全县第一个提前搬入新居
的重建户。在搬新居时，他还联系了市规划局捐赠了一台电视、
市台办捐赠了一台洗衣机给聂能旺一家。即便是现在他也还是
会常常去他们家里看望他们，了解他们情况，继续提供帮扶。

金书记在这次抗洪抢险工作中，始终以高度责任心奋战在防
汛抗洪的前线。他带领党员干部日夜守护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要干就干好”的他平常的口头禅。

短评：文中的挂职村书记虽然在抗洪救灾中没有很突出的事
迹，但他在防灾预警、转移群众、安置灾民等方面心系群众、热爱
群众的情怀，同样令人敬佩。文章行文紧凑，逻辑性较强。不足
的是，缺乏打动人心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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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挂职村官金焕生抗洪救灾纪实

○下祝乡党委 肖丽娟（纪念奖）

9日上午，受台风“尼伯特”影响，闽清等地普降
暴雨，并引发罕见的特大洪灾。家住省璜镇下坂村
的黄琳、黄彬兄弟俩与伯父一起被冲走。两兄弟在
汹涌的洪水中各自抱着大树漂流，好在他们漂流约
5公里后，被下游的塔庄镇坪街村村民翁其杰等人
奋勇救起。

省璜镇下坂村位于梅溪上游。当日上午 9 时
许，家住下坂村24号的黄琳和弟弟黄彬、伯父三人
因暴雨躲在家中。黄琳的母亲和6岁的女儿在坂东
一家医院照顾他的妻子和一对出生不久的双胞胎。
突然，暴涨的洪水将他家的两层小楼冲毁，位于2楼
阳台的两兄弟和伯父先后落水。

在汹涌的洪水中，三人瞬间被冲散。黄琳、黄彬
分别抱起水中大树漂流到下游5公里的塔庄镇坪街
村，其伯父则在洪水中失去了踪影。

此时，在坪街村刘秀玉和其他村民正在加紧帮
助一户离河岸不远的村民转移物品。“当时我发现远
处洪水中好像有个人，看起来还很眼熟。反应过来
之后，我急忙喊人。”刘秀玉回忆道。在她的呼喊下，
村子的人带着绳子迅速赶往岸边。

刘秀玉看到的人便是黄彬。在坪街村村民赶来
救他的同时，他也在急流中用尽全力抓住了一棵离
河岸较近的橄榄树树枝。但由于洪水凶猛，这棵橄
榄树也是岌岌可危，随时有被冲走的可能，加之黄彬
的体力此时已有些不支，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坪街村村民翁其杰、翁礼钦等人赶到了岸
边。情况紧急，翁其杰来不及多想，在村民用绳子绑
住其腰部后便下水游向黄彬。

洪水越来越大，水声咆哮如雷。岸边的翁礼钦
见状也带着一根长长的竹竿勇跳急流，在离岸20多
米处与翁其杰会合，两人撑杆抛绳绑住黄彬，吃力地
将其拉上岸。

上岸后，黄彬因体力不支，加上失去亲人后悲痛
欲绝，几次瘫倒在地。村民们将他搀扶到屋子里，帮
忙处理几处伤口，帮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并找来开
水和热饭给他充饥。

大约两个小时后，巡查雨情的村民黄生茂在距
离翁其杰等人救人处上游约100米的河岸边，发现
了晕倒在地的黄琳，并将其抬回家中换上衣服。

原来，就在弟弟被救下的时间前后，他在河湾处
被洪水冲到了岸边。他拼尽力气一直向高处爬行，
身上的衣服早已被洪水冲没了，伤势也要严重许多。

兄弟二人相继被救下后，坪街村村民们联系上
他们的家人，并帮助把二人送医救治。不幸的是，兄
弟俩的伯父在洪水中丧生，尸体在下游的坂东镇被
找到。

参与救人的翁其杰等坪街村村民，虽然家中农
田被毁，损失惨重，却一直在受灾相对更重的塔庄镇
上志愿参加维护交通秩序、清淤、搬运救灾物资等救
灾工作。

短评：大灾考验人心，危难彰显精神。几位村民
合力救人的事迹映衬出了新时代农民的正义和良
知，时代在发展变化，但正义和良知不能变，这是文
章的可贵所在。不足的是，文章的开头比较拖沓，应
先点明救人英雄的事实。

塔庄镇坪街村村民英勇救人
○ 7997公益团队（纪念奖）

危难之中显身手，平民也是真英雄。
受2016年1号强台风“尼伯特”影响，7月
9 日，闽清普降特大暴雨，风情、雨情、水
情历史罕见，梅溪流域沿岸遭受百年一遇
特大洪灾，房屋倒塌，农田受淹，一片泽
国。特别是坂东镇受灾最为严重，道路、
水电、通讯完全中断，给救援带来巨大困
难。村民刘正诚家所在的坂西村由于地
势较为低洼，积水更深，是此次受灾最为
严重的地区之一。刘正诚不顾个人安危，至善至孝，勇救邻居老
人、中风父亲及幼龄小孩的感人事迹，就在这里上演了。

7月9日上午9时左右，正在坂东镇塘坂村岳父家帮忙的刘正
诚，看到雨越下越大、路面开始积水，惦记着隔壁坂西村家里由于
中风行动不便的老父亲，心里焦虑不安，和妻子陈敏芳简单打了
声招呼，就开着小车朝坂西贵才厝开去。岳父家和自己家路程并
不远，但没开一会儿，洪水就涨到膝盖位置。他看情形危急，毫不
犹豫，果断把车停靠在路边，挽起裤管趟进水中，急急忙忙向家的
方向赶去。水流湍急，他走得很是吃力。一到厝里，他就大声喊
道：“大家快跑，水还会涨，土房子危险，快跑出来，跑到高的地方
去，不要拿东西了。”左邻右舍很多人听了他的喊话，纷纷跑了出
去。有个邻居大姐冲着他喊：“正诚，我阿公还在一楼屋里。”这
时，水已涨到了人的胸部，情况十分危急。救人要救急。刘正诚
顾不上多想，心里就一个念头，把老人家先救出来再说。他奋力
游进老人家所在的房间，目睹老人家已经站到床上，非常无助害
怕的样子。房间里漂浮着许多生活用品，隐约还看到几条蛇在浑
水里穿梭来往。他急中生智，转身退出房间，摸起角落的一把斧
头冲到二楼，使劲全力狠狠地在二楼地板上凿出一个洞，恰好能
过一个人，他大声呼叫着老人家的名字，过了一会，见到老人家把
双手从洞口伸上来，借着水的浮力，他使劲吃奶的力气，终于把老
人家拉了上来，脱离险境，送到安全的地方。

在救老人家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水已经完全漫过一层。
贵才厝是土房子，规模宏大，年头不小了，经不起肆虐洪水的冲
力，有一部分已经坍塌。刘正诚家的房子是木结构的，也摇摇欲
坠，随时可能倒塌，而他中风的父亲此时还在三楼的床上。刘正
诚观察了周围的情形，果断游到邻居家里，用木梯架在领居和自
己家的窗户上，快速爬了上去。老父亲看情况危急，几乎是哭着

劝他不要救自己了，赶紧先走。刘正诚连连说着：“阿爸，我们一
起走，我们一起走！”他把父亲拽到背上，晃晃悠悠爬上木梯，爬到
邻居家相对安全的位置。仅仅过了几分钟，家里的木房子就轰然
倒塌了……

下午4时左右，洪水终于慢慢退去，退到漫到大腿的位置。由
于通讯中断，手机无法拨通，刘正诚联系不到岳父一家人，心里的
焦虑感慢慢上升。岳父家也是土混结构的老房，一家老小都在老
房里，他怎么能不着急。安置好父亲后，他就往岳父家赶。半道
上，他看到一位妇女抱着小孩站在大水里，随时要倒下去的感觉，
赶紧迎了上去，接过小孩，牵引着妇女走出没膝的淤泥。妇女说
她怕水退了以后待在土房子里危险，就抱着小孩跑出来，可是淤
泥实在太厚了，她力气小，抱着小孩，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还好有
刘正诚的帮助。

好不容易到了岳父家，看见一家人已安全转移，刘正诚松了
一口气。缓过神的他这时才发现脚下钻心的疼。原来救人的时
候，他不小心踩到一枚铁钉，早前还不会觉得疼。他克服疼痛，将
父亲、女儿送到白中镇妹妹家。从洪灾第二天开始，他和妻子都
在坂西村部当志愿者，帮助村干部发放赈灾物品、维持秩序、安抚
人心。他自己的车不知道被冲到哪里去了。

刘正诚英勇救人的事迹很快在乡间传开了。他却腼腆地说，
这都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没什么好说的……

短评：本文通过刘正城英勇救人的典型事迹，歌颂了大灾面
前涌现出的许多平民英雄。英雄本无种。大灾大难是对人性的
考验，是对良知的考验。刘正城无疑是经得起人性和良知考验
的。文章文笔流畅，细节感人。不足的是，文章缺乏历史交代，如
能对刘正城的历史表现作一些必要的交代，人物典型将更立体、
更丰满。

至善至孝的平民英雄至善至孝的平民英雄
○省委办公厅 阮盛银（纪念奖）

2016年7月9日，“尼伯特”带来的超强降
雨重创闽清，坂东镇受创尤重。许多民房倒
塌，街道满目苍痍，沃野丰田沦为汪泽，交通
瘫痪，电力通信中断，洪魔肆虐后的狼藉比比
皆是，这座钟灵毓秀的侨乡古镇，毁于一旦，
成为了一座孤岛，一切都如同人间炼狱般的
噩梦。可在这如墨的黑夜里，我们依旧看到
星火莹莹，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舍身忘死的老党员苏栋林
苏栋林，坂东镇水利站站长，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干部，拥有30

年党龄的老党员，扎根坂东20多年。洪灾当天，水位以肉眼可见
的速度迅速上涨。为确保广大群众的安危，他自驾私家车，奔走
在沿河各村和低洼地带，与时间赛跑，迅速转移群众100多人。在
通讯中断，谣言盛传水库溃坝决堤的危急时刻，他第一时间赶赴
坂东镇最大的三溪水库，查看了解三溪水库的运行日志，核实坝
体安全。当发现水库坝体内部涵洞可能出现了塌方时，为确保水
库下游三溪乡、坂东镇、白中镇近10万人的安全，他当机立断，与
水库管委会主任许志兴仅携带两把手电涉水进入150米长的漆黑
涵洞。在确认坝体和闸门没有危险后，他才松了一口气。

事后，有人问苏栋林：“你当时有没有考虑过最坏的结果，如
果你进去的时候，涵洞突然塌方了，那里可能就成了你人生最后
的150米？”他说：“我考虑到的最坏结果是，如果里面涵洞真的塌
方了，而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下游群众转移，后果不堪设想。”在
个人安危和群众利益上，苏栋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不善
言辞，却始终几十年如一日，脚踏实地，危难关头豁得出去，彰显
党员本色。在他的身上，看到的是一名共产党员和干部的责任与
担当，看到的是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党对人民的忠诚。

公而忘私的刘义彬
洪灾当前，一些普通村民表现了与众不同的思想境界，他们

有集体主义思想，有大局意识，大无畏的精神，舍小家为大家。刘
义彬，一个对许多人都很陌生的名字，坂东镇坂西村的一名普通
的农民，同时担任着村委会的报账员。他的儿子刘建宙，在洪灾
当天，见义勇为救下了五个人，却在事后清洗自家店铺时不幸触
电身亡。自家房屋倒塌，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他告诉自己，逝者
已矣，生者更需坚强，因为在这场灾难中，还有许多比他更需要帮
助的人。坂西村紧靠梅溪，是坂东受创最严重的行政村之一。在
救灾的初期，抢险救人、清理废墟、发放物资、防疫消杀等各项任
务都繁重紧迫。作为一名村干部，他强忍悲痛，顾不得处理自家
的事情，把精力都放在了协助上级部门开展救灾工作上。他是许
多受灾群众和受灾干部的一个微小的缩影。一方水土一方人，闽
清，一个以“梅”为简称的地方。在他的身上，是这里的人民，在骨
髓和灵魂深处烙印的坚强不屈。

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
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天灾无情人有情，在这场
与抗击天灾的过程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
物，每一位参与抢险救灾的人，都是英雄。

短评：本文通过两个普通的人在抢险救灾中的表现，讴歌了
平凡人在灾难面前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精神。文章感情充沛，
有真情实感。不足的是，对典型人物的描写过于简单，缺乏细节
支撑。

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
——坂东镇抢险救灾先进人物小记

○坂东镇 杨敏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