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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玉玺）近日，省水
利厅召开会议，安排部署近期防汛和
灾后恢复重点任务。省水利厅成立
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工作领导小
组，研究起草《省水利厅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方案》，统筹组织全省防洪工
程设施和灌溉工程、农村供水工程等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牢防汛政治
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继续
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加强会商研判，
持续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赴一线指
导，做到洪水不退、专家不撤。要督
促各地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强化巡堤
查险和险情处置，确保工程度汛安
全，扎实做好江河洪水防范、水库安
全度汛和山洪灾害防御等重点工作。

会议要求，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
复工作领导小组要全面部署推进水
毁修复工作。要全面摸清灾损底数，
下发通知组织各地实地踏查，全面核
实评估防洪工程设施，以及灌溉工
程、农村供水工程设施的灾损情况，
建立水毁工程清单。要积极争取省
级财政和国家财政支持，组织各地自
筹修复建设资金，同时最大化发挥资
金效益，优先解决农村供水、溃堤堵
口等迫切问题。要强化行业监管和
督促指导，加强对水毁修复工作的检
查、督促和指导，及时派出工作组、检
查组，组织各地、各单位压实修复主
体责任，确保项目尽快完成，坚决完
成好省委省政府部署的灾后重建工
作任务。

省水利厅部署近期防汛和灾后恢复重点任务

本报14日讯（记者吴玉玺）14
日，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我省终止
水旱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应。

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
近期我省无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江河
汛情基本平稳，工作重点已转向抗灾

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阶段，依据《黑
龙江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
应工作规程（试行）》有关规定，省水
利厅决定于14日14时终止对各有关
市（地）的水旱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
应。

我省终止水旱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应

受8月2日暴雨影响，尚志市一面坡镇出现农田渍涝，农作物、桥涵公路、水
利设施等不同程度受灾。近日，一面坡镇积极展开灾后重建工作，电力、交通、
水利设施等正在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记者在一面坡镇文化艺术小镇看到，经过员工的奋战抢修，街区内围墙、受
损路面等清淤工作和环境消杀工作已经完成，目前正在进行街区内电器、电子
设备的维修与维护。 本报记者 邢汉夫摄

修 复
在牡丹江海林市，汛期过后，多个村庄街道及村民家中堆积大量淤泥及

各种杂物，给村民正常生活带来较大影响。14日8时，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
江支队合理分配兵力，对海林市石河村、新合村、江头村开展街道清淤、排障、
消杀等任务。经过官兵近10个小时清理，清理村庄街道7条，清理村民房屋
近百间。

刘飞 万家春 本报记者 刘晓云摄

清 淤

□满旭波 本报记者 韩波

8 月 12 日，经过十天在哈尔滨市受
灾地区的转战奔波、紧急救援，哈尔滨市
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副指挥长赵鸿亮返
回市区，紧张与疲惫还挂在脸上。

8 月 1 日开始，哈尔滨五常市、尚志
市、双城区等地遭遇强降雨，哈尔滨市社
会救援力量紧急出动，昼夜兼程地在一
个个危急关头解救被困群众。

回忆一场场破除险阻的救援行动，赵
鸿亮记忆最深的，是安全转移五常市沙河
子镇 4000 多名被困群众。面临洪水围
困、道路冲毁、通信中断的危难险境，历时
25小时的生死营救，他仍感惊心动魄。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司炳春
冲在最前面。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当时
只有一个念头，4000多名被困群众在等
待救援，必须把他们安全转移，一个都不
能少！”回忆起 25小时的艰难救援，赵鸿
亮说，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是首要任
务，必须拼尽全力。

2023年8月4日，五常市沙河子镇失
联。因山洪导致信号中断，大批群众被
洪水围困，情况危急。

8月4日8时，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副总指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司
炳春紧急带队前往营救，集结哈尔滨市应
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哈尔滨市消防救援

支队、哈尔滨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哈尔
滨市道外区博能救援队、五常市蓝天救援
队等社会救援力量赶赴沙河子镇。

赵鸿亮告诉记者，前往沙河子镇的
路上，救援队途经漫水路段时得知，馒头
顶子村和日光村有群众被困。司炳春立
即组织救援队伍展开救援行动。9时 10
分，随行的8名救援队员携带两艘橡皮艇
紧急行动。10时30分，成功将13名被困
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

而此时，前往沙河子镇的道路，多半
开始过水。“大约 75公里的救援车程，通
过时长不仅翻了几倍，而且险象环生。”
赵鸿亮清晰记得挺进沙河子镇遇到的重
重困难。

15时 30分，救援队到达距沙河子镇
10公里处。此时，洪水漫堤，道路中断，
阻挡了救援车辆前进。司炳春和五常市
应急管理局立即协调当地相关部门，调
集钩机、铲车、石料车等进行水毁路面修
复。大家边清障边前进，历经3个多小时
的不懈奋战，道路终于恢复通车。

面对路面险情，如何把几千名被困
群众转移出来，是司炳春最忧心的。前
行途中，他协调哈尔滨市交通部门，全力
调度几十辆大客车往山河屯集结，跟随
救援队伍向前冲。

为了加快前行进度，哈尔滨市消防
救援支队的抢险救援车作为前突先导

车，在车队的最前方探路导航。
赵鸿亮告诉记者，19时30分许，前方

探路车辆因无法确定水下路基是否被冲
毁，前行风险大增。司炳春和救援人员紧
急研判，为避免大型车辆探路时发生状况
堵住救援车辆前行，立即改为由消防救援
人员系好安全绳索，步行探路。结果，因
天气过黑，加上阴雨天水汽蒸腾，强光手
电筒无法穿透太远距离，依然无法前行。

怎么办？司炳春看向赵鸿亮问：“行
不行？”赵鸿亮会意答道：“行！”二话没
说，两人穿上专业救生衣，带上一名救援
队员，登上了吉普车，行驶到最前面，为
整个救援队伍探路。

“几千群众在前面期待着，就算把生
命交到这儿，也要带着队伍往前冲，我们
没资格害怕！”赵鸿亮清楚地记得吉普车
上，司炳春说的每句话。

20时50分，距沙河子镇仅有1公里，
但湍急的洪水将道路撕开一个口子，路
面塌陷，跨度30余米，救援车辆被迫停止
前进。

赵鸿亮告诉记者，当时，恰好遇到当
地交通部门留守人员告知，有一条可以

过人的小桥，虽已沉在水中，但可以直接
步行通往沙河子镇。

司炳春带领大家再次紧急研判，决
定由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和哈尔滨市
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哈尔滨市道外区博
能救援队队员携带绳索、照明等救援工
具组成突击小组，徒步挺进沙河子镇。

同时，司炳春通过卫星电话向指挥
部报告情况，指挥部迅速调集已集结在
山河屯的86辆大客车前往此处等待转移
被困群众。

徒步突击小组经过近 1小时的艰难
跋涉，成功与沙河子镇党委汇合，决定立
即转移群众。沙河子镇组织人员挨家挨
户通知撤离，消防员及救援队等 20多名
救援人员协助通知群众到沙河子镇中学
校园集合，一批一批往外撤。

从 8月 4日 8时许至 8月 5日 8时 50
分，经过紧张救援，沙河子镇4000余名受
困群众全部乘车安全转移。

25小时生死救援的背后，是共产党员
临危不惧的勇敢担当，更是对应急救援铁
军践行使命的一次检验。“一个都不能
少！”他们用行动兑现了向人民的承诺。

“4000多名被困群众一定要救出！”
沙河子镇25小时生死营救的背后

本报14日讯（见习记者杜清玉）
14 日，龙江人工智能与先进计算融
合发展投资恳谈会在哈尔滨召开。
副省长王岚主持会议并讲话。

此次会议邀请了省内外数字经
济重点企业及金融机构数十家，与黑
龙江省政府、各市地政府相关部门共
同探讨人工智能与先进计算融合发
展的路径，洽谈合作，共谋发展。

会议指出，我省区位优势独特、
产业基础雄厚、科教实力强大、科创
平台众多、应用场景丰富，发展数字

经济潜力巨大，前景广阔。近年来，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
展，部署了加快构建“4567”现代产
业体系的战略规划，将数字经济作
为全省产业发展的“一号工程”，并
在基础设施、产业培育、应用示范等
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下一步，我省
将强化更有效的政策扶持，开放更
多应用场景，深化更广泛的合作，打
造更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推动人
工智能与先进计算等数字经济产业
高质量发展。

龙江人工智能与先进计算融合发展投资恳谈会召开

本报14日讯（记者徐佳倩）14日
下午，副省长韩圣健在哈尔滨会见了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
主席米夏埃尔·舒曼。

省领导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

（上接第一版）8日，在哈尔滨市双城
区万隆乡增产村，一架无人机飞过抗洪抢
险现场。从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
到，一道两公里左右新垒起的防护带宛若

“白色长城”，顽强抵御洪水冲击。
装满沙袋，扛上肩头，疾速前进……

来自陆军第 78集团军某旅的 800余名官
兵奋战在抗洪一线。“汛情就是命令，我们
争分夺秒，要赶在洪峰到来前把堤坝筑起
来。”该旅旅长盛洪涛说。

一段五常村民救人的视频在社交媒
体广泛传播。4日，村民赵永利开着挖掘
机加固堤坝，不慎落水。危急时刻，村民
董明亮拿着橡胶圈，跳进洪水中前往营
救，经过七八分钟的营救，两人平安上岸。

董明亮坦言，当时自己也害怕，但必
须得救人，“搁谁谁都得救，脱衣服耽误时
间，一秒钟都很宝贵”。

那些危难中挺身而出的平凡英雄，筑
起了滚滚洪流中一道道冲不垮的“钢铁堤
坝”。

哪里危险，哪里就有党员；哪里艰苦，
哪里就有党旗飘扬。

自 8月初以来，海林市受持续强降雨
影响，海浪河超过警戒水位。

“洪水破坏了我们的家园，但不能击
垮我们的信心。人在，希望就在。”记者来
到海林市长汀镇古城村时，村党支部书记
于鑫正带领党员和村民一起加固堤坝。

在采访过程中，于鑫的手机一直响个
不停。“上次洪水把村里的坝冲坏了，我们
要尽快修好，抵御下一次洪水攻击。”于鑫
说，堤坝坚固一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便多一分保障。

不止古城村。灾情面前，各地基层党
支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

疏散转移群众、抢通桥梁道路、运送
救灾物资……关键时刻，党员站出来、冲
在前，成为防汛救灾的“主心骨”和先锋
队。

“这是我们的家，我们得守，身为党员
更要当好表率。”在洪水冲击的堤坝上，万
隆乡增产村党支部书记张立伟的嗓子已
经沙哑，“80多名党员和村民请战投身防
汛救灾，有的开着自家拖拉机拉运沙土，
有的巡堤，有的做饭、送饭。”

尚志市一面坡镇万山村党支部书记
孙庆波在洪水中 3次往返连救 5人，被乡
亲们唤作“拼命三郎”。“村民都看着我呢，
多危险我都得上。”孙庆波说。许多村民
不知道的是，孙庆波因脑梗住院 3 次，最
近一次是2022年12月，治疗将近5个月。

20万群众大转移

4日，空中飘着细雨，记者来到牡丹江
市铁岭河牡丹江公路大桥段附近，远远便
能看到洪水，进村道路早已拉上了警戒
线。

“好几天没睡一个完整觉了。”牡丹江
市消防支队消防员于洋洋说，这几天一直
在转移群众，有的地方车辆无法到达，特
别是有的老年人、残疾人行动不便，大家
就涉水徒步前往，多名消防员采取接力背
的方式，解救被困群众。

“听到村里大喇叭通知撤离，有大巴
车来接，我收拾一下赶快出来了。”在五常
市雅臣中学安置点，五常镇新兴村村民陈
石粉说，刚开始比较焦虑，4日上午来到安
置点后，见到了熟悉的村民和忙前忙后的
工作人员，心里慢慢踏实下来。

“不着急，慢点儿下，咱这儿有住的、
有吃的。”来自五常市民乐乡的群众陆续
走下大巴车，已有工作人员等在车前。

在安置点一层大厅，两名工作人员不
停询问着“姓名、电话、来自哪个村”，不一
会儿，所有人的房间便分配完毕。

记者注意到，安置点设有转移安置
组、物资保障组、卫生管理组、心理疏导
组、医疗救治组和后勤保障组。

五常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崔兴介绍，
五常市准备了 23家宾馆 1200多个房间、
27所学校1万多个床位备用，并储备了生
活、医药物资。

回忆起洪水涌入房间，哈尔滨市延寿
县延寿镇奋斗街居民房秀云仍然心有余

悸。4日晚，蚂蚁河延寿段水位持续上涨，
她住了 40 多年的老平房被淹，在救援人
员帮助下，她辗转来到延寿县综合性社会
福利中心的安置点。

“危机时刻，门多敲一次，百姓安全就
多一分。”延寿县县长徐涤非说，全县组织
乡村两级干部以及住建、水务等部门精干
力量 1147人，开展“敲门行动”，对城区进
水区域进行全面排查，全覆盖敲门 14605
户，城区涉险的 3385 人全部及时转移并
得到妥善安置。同时组织乡村两级干部，
针对其他涉险村屯，逐村逐屯逐户排查。
截至8月12日，全县累计紧急转移安置人
口9368人，其中1717人集中安置，7651人
分散安置。

10日中午，海林市长汀镇飘起蒙蒙细
雨，村民陆续被安置到当地一所学校。记
者看到，每间教室摆放着若干张床，上面
铺着整洁干净的床品，走廊两侧整齐摆放
着矿泉水、方便食品等生活用品。

“镇长你就让我回家喂喂鸡鸭鹅呗。”
长汀镇镇长吴磊告诉记者，刚到安置点的
时候，总有村民放心不下家里。为了更好
安抚村民，镇里组成临时队伍，帮助村民
回家给家禽家畜喂食。

长汀镇居民周振波说：“我们在安置
点一切都好，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镇里
的周到安排让我们感到十分温暖。”

说话间，周振波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的
午饭——饭盒里的红烧肉、黄瓜炒鸡蛋、
炒洋葱和米饭还带着热乎气儿。“一日三
餐都有保障，就等水退回家。”周振波说。

据统计，截至12日12时，黑龙江省已
紧急转移安置人口206515人。

农业恢复进行中

挨家挨户打电话，指导农户开展农作
物自救；在洪水冲刷过的稻田里，调配大
型机械抓紧排涝；组织无人机飞手，在田

间喷洒叶面肥……连日来，哈尔滨市方正
县会发镇平原村党支部书记殷晓宇格外
忙碌，他正带领乡亲们忙前忙后，争取让
更多水稻扬花灌浆，同时避免稻瘟病发
生。

据统计，方正县耕地110.8万亩，此次
受灾面积达到 16万亩。随着大水逐渐消
退，畜牧业消毒、农作物减灾防病等工作
正在有序推进。

方正县委书记郑伟说，粮食安全关系
国计民生，面对不利天气，全县上下抢农
时、抓田管，调度农技专家、乡镇干部、种
粮大户等多方力量，打通农业防灾减灾工
作“最后一米”，力争将农业灾害损失降到
最低，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力量。

针对发生洪涝灾害的五常、尚志等 9
个重点市（县），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快速
组织并派出了11个指导组、9个重点工作
组深入一线，一对一调查指导农业防灾减
灾救灾工作。

6日起，尚志市农业部门下派多批农
技服务小分队赴各乡镇提供抗灾技术指
导。尚志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魏锦胜告
诉记者，由于不同区域的受灾程度不一
样，要分区域、分品种、分地块进行救助，
予以精准指导。

在尚志市一面坡镇胜安村，一片片稻
田里水稻倒伏，叶片上沾满了淤泥。尚志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张剑走进稻田，
俯身查看水稻的受灾情况。“现在要指导
农民采用喷施速效肥、防病害等举措，尽
可能地挽救受淹的农作物。”他对身边的
技术人员说。

连日来，五常市积极开展减灾自救和
农业生产恢复。农业部门成立灾后技术
指导组深入乡镇村屯，从抢排田间积水、
喷施叶面肥、清除冲积物、科学防控病虫
害、加强田间管理等方面，指导农户开展
防灾减灾工作。

当地农业专家介绍，水稻被洪水浸泡
俗称“过水”，洪涝灾害会导致水稻减产，
但并不意味着绝产，最终产量要等秋收后
测产确定。

“今年受淹的地块主要集中在几大河
流沿岸，受灾是一部分，大面积的水稻还
是正常生长的。”五常市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植保站站长李艳君说。据她介绍，“过
水”大致分为三种：有的受灾严重，浸泡时
间长，可能绝产；有的经过洪水浸泡，水稻
叶片、稻穗上沉积淤泥，授粉受到影响；有
的水中浸泡时间较短，对产量影响较小。

“我们及时联系村协办员、农户了解
相关情况，向农户介绍查勘的基本情况和
农业保险理赔流程。”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五常支公司农险客户经理
张强说。

目前，全省已投入农机应急作业服务
队 706 支、人员 12 万余人、机具 2.2 万台
套、水泵 4419台次，已抢排农田积水面积
229.3万亩。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姜以
全表示，接下来全省将进一步组织未受灾
地区加强中后期田间管理，最大限度挖掘
单产提升潜力，努力实现非灾区多增产、
轻灾区保稳产、重灾区少减产。

齐心协力保家园

5日，经日夜奋战，全力抢修，因蚂蚁
河汛情造成水毁的哈牡高速牡丹江至哈
尔滨方向K253处桥头搭板抢通完成，其
他过水路段也抢修完成，哈牡高速全线恢
复通车。

截至目前，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组成
了 46个工作组，对全省高速公路、国省道
和农村公路沿线以及航道、港口、码头等
进行全覆盖拉网式巡查，及时修复损毁部
分，保证生产生活需要。

灾情发生后，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

公司派出多路人员，持续对全省电网设施
进行抢修，为群众守护一方“光明”。

9 日，在海林市 110 千伏长海输电线
路抢修现场，一架直升机吊装起沉重的输
电铁塔，运送到指定地点。这个输电铁塔
处于河流中心岛位置，无法使用常规起重
设备。国家电网公司迅速从国网辽宁电
力、国网空间技术公司等单位调配直升机
支援黑龙江，解决输电铁塔吊装、运输等
问题。

各级党委政府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
积极开展灾后重建，全力恢复受灾地区供
水、供电、通信和交通，加强风险隐患排查
处置，为灾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提供服务
保障。

黑龙江省财政厅安排专项资金，重点
做好转移安置受灾人员、倒损民房修复、
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支持哈尔
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鸡西、伊春
等6个市36个县（市、区）和省水文水资源
中心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灾损修复
等。

洪水退去后，为防止疫病发生，各地
清淤消杀、卫生整治等工作也在同步跟
进。

铲车铲起路上的大块淤泥倒入翻斗
车，工人们有的手拿铁锹清理人行道，有
的用水枪冲刷路面……9日下午，在尚志
市东浦新区一座公园附近的道路上，洪水
退去后的清淤工作正在进行。

“这边地势低、水落得慢，最深的地方
淤泥厚度能达到 50 厘米，可以说是最难
清理的区域。我们调派了 7 台铲车、200
多名工人进行作业。”尚志市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局副局长梁超说，现在都在压茬作
业，只要水一排出，露出的部分就立刻开
始清淤。

截至 11日 12时，哈尔滨市 11名市级
包保领导驻守 12个县（市、区）包保督战，
对受灾人口、企业、房屋、道路桥涵、水利
工程、农作物等方面进行全面统计，摸清
受灾底数。

洪水来时，各地干群以汛为令、闻汛
而动，众志成城抗击罕见洪水；洪水渐退，
社会各界齐心协力、恢复生产，全力打赢
这场防汛救灾“遭遇战”“主动仗”。

“中华大粮仓”众志成城护安澜

□满旭波
本报记者 蔡韬 李爱民

“快，把冲锋舟、橡皮艇和舷外挂
机都装车。大家辛苦些，提高效率，
装好马上发车黑龙江。”天海融合防
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泰
州市金海运船用设备有限公司内一
片忙碌景象。

近期，我省部分地区遭遇持续
强降雨天气。8 日，天海防务公司
董事长何旭东得知哈尔滨市防汛
抗洪抢险形势严峻，便立即梳理相
关的救援物资，做捐赠准备。9 日，
天海防务公司与哈尔滨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办公室进行沟通，了解受
灾地区比较急需的物资后，子公司
泰州市金海运船用设备有限公司
立即进行有关设备的检验并准备
发车。

10 日 6 时，天海防务公司防务
特装事业部副总经理赵景泷带队，
从江苏省泰州市发车，一路北上，
跨越两千余公里，历时 40 个小时，
于 11 日 23 时，安全抵达哈尔滨。
该公司捐赠的应急抢险救援装备
包括 10 艘冲锋舟、7 艘橡皮艇和 5
台舷外挂机，共计价值 44.5 万元，
同时派有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操作
指导。

一场跨越两千公里的援助

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