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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 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本报记者 白云峰

又是一年稻花香，龙江黑土孕丰收。
随着洪水退去，初秋明媚的阳光照

耀在“中国优质稻米之乡”五常市的黑土
地上。记者在五常市的村屯看到，除受
灾严重区域，稻田里的大部分水稻已进
入成熟期，广袤的稻田里稻穗渐成金黄。

9 月 3 日，记者来到民乐朝鲜族乡，
在振兴村小陆家屯附近的稻田里，振兴
村党支部书记于殿红正在查看水稻长
势。艳阳下，过水的水稻茎叶上还覆着
薄薄一层泥沙，但稻穗上已见新绿。“这

几天阳光充足，稻田排出积水后，我们
加紧喷施叶面肥补救，很多被水淹过的
稻穗二次扬花了。”于殿红欣慰地说。

在安家镇铁西村新起源水稻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水稻茎秆挺
拔，长势正旺。“拉林河涨水淹了一天
半，对后期水稻抽穗、灌浆影响不太
大。”合作社负责人董明亮说，合作社种
了 2600亩水稻，过水的有 450亩，现在正
全力保产。

站在龙凤山镇辉煌村的一片稻田
里，天源米业公司副总经理李松鹤告诉
记者，这片稻田当时也过水了，但水位

不高，水退的也较快，对水稻的生长不
会有太大影响。

五常镇莲花村张瓦房屯的“明星稻
田”里稻穗金黄，水稻茎秆挺拔，稻粒呈
饱满样态。

“这片稻田超早育苗、精量播种，不
但秧苗整齐，抗病虫害能力也强。秧苗
生长后期在稻田里放养鸭子，还在田埂
上栽植了许多百日草花卉吸引稻田害
虫的天敌，所以成了当地出名的景观稻
田。”丰年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杨雷说，这片稻田有 510亩，由于地
势较高，洪水中没有过水。这几天天气

晴好，有利于水稻成熟。他随手掐下一
颗稻粒剥开壳，里面乳白色的籽粒已经
成形。“9 月末就可以收割了，10 月就能
吃上五常新米了。”他期待地说。

“我们这里距离牤牛河 3公里左右，
前期河水上涨没有被波及。”站在 2000
亩五常大米种植基地边，五常市乔府大
院农业有限公司种植部经理王志学介
绍，现在水稻基本满穗，进入成熟期。
作为五常市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基地，这
里稻穗茁壮生长，丰收在望。

在 5000亩的种子扩繁基地，稻田里
稻苗绿意葱茏。“基地里繁育有多个稻

米品种，五优稻 4 号（俗称稻花香 2 号）
提纯复壮的种子扩繁就在这里。提纯
复壮的稻种，抵御风雨、抗倒伏能力比
较强。由于没有受到强降雨影响，明年
种子供应充足。”王志学说，作为五常市
的优质水稻良种繁育基地，这里培育出
的稻种将满足明年 60 万亩五常水稻种
植所需。

五常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站站
长李艳君介绍，全市受淹的地块主要集
中在几大河流沿岸，一部分稻田受灾，
大面积水稻正常生长。针对不同地区、
不同品种、不同灾情，农技人员分类开

展了技术指导服务，科学推动灾后恢复
农业生产工作。

据了解，连日来五常市积极开展减
灾自救和农业生产恢复工作，成立 6 个
农业专家小组和 4 个指导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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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农户防灾减灾。目
前，已调动无人机 65 架，喷施药肥面积
30 万亩，使用强排泵、强排车抢排田间
积水 85万亩。同时，开通农业保险理赔
绿色通道，已理赔及预赔付 1.67 亿元，
赔付完成率 66.84%。

水稻水稻 了了

□文/摄 本报记者 白云峰 王志强

已是初秋，天气渐凉。洪水过后，五常
市受灾村民受损房屋重建和修缮进展情况
如何？带着惦念，9月5日和6日，记者驱车
来到五常市部分乡镇，走村进屯实地踏访。

5日下午，走进常堡乡常堡村新立屯，
村道边摞放的成堆成堆的红砖十分扎眼。
在五六幢新房的建设场地，搬砖、砌砖、搅
水泥……几十名施工人员满脸汗水忙个不
停。建设中的新房，有的接近收尾只差安
装房盖，进度慢些的墙也块砌到了顶。

村民付宝军在自家建房现场帮着搬
砖。提起水灾的损失，这位 36岁的黝黑汉
子眼神一暗：“8月 3号洪水漫过了窗框，水
位得有1.7米，都超过人头顶了。我家的房
子是 84平方米的砖土房，被洪水直接冲倒
了。撤离时家里的东西也没拿出多少，现
在暂时住在别人家。”记者把话题转到正在
建的新房，他才露出笑模样，眼里有了光：

“新房动工半个月了，施工队的11个人整天
紧抢快赶，都没少挨累。明天上房盖，一周
能建完，晾晒到10月份，我家四口人就能住
新房了。”付宝军告诉记者，政策规定新房

上房梁后先给 2.8 万元，验收合格后再给
3.2万元。“上房梁我要放鞭炮，还要用红布
披红，欢迎你们也来热闹热闹。”记者被他
的满心喜悦感染了，一再道喜道贺。

旁边的另外一处新房施工场地，67岁
的村民韩成万也在忙着给施工人员打下
手。“我家老房子是60平方米的外包砖水泥
房，也被洪水冲毁了。”韩成万说，建新房有
一周时间了，盖得挺快的。他一边说着，一
边爱惜地摸着潮乎乎的红砖墙。记者提出
给他和新房合个影，老人面向镜头，扬起
脸，笑开了花。

“我家的新房刚盖完，走，领你们去看
看。”69岁的村民赫士忠，兴冲冲地带着记
者来到村东头。一座崭新的房子已经建起
来，蓝色的铁皮房盖在夕阳下反着彩光。

“我家新房是前天盖完的，72平方米的大砖
房。等墙体干透，一个月后就能住了。”老
人搓着手，抿着嘴憨憨地笑道：“多亏了国
家的补助政策，我家这么快就建完新房
了。我准备把原来的土炕换成电锅炉，这
样就能暖暖和和过冬了。”

闻讯赶来的常堡乡人大主席李金波，
一连对记者说了“三个全部”，“全乡灾后重

建房屋的有40户，现在已全部动工建设，10
月 20日前全部完工，11月受灾村民全部能
住进新房。”

6日上午，记者又驱车来到受灾较重的
龙凤山镇。在胜源村蔡家街屯，记者挨家
挨户走个遍儿，共有 16户受灾村民正在建
新房，几户已经建完，忙着清理废料。63岁

的村民胡丰正在自家施工现场抬木料。“我
家 80平方米的老房 8月 10号被冲毁，现在
正盖着同样大的新房，9 月 10 号就能上房
盖。”胡丰说，洪水冲倒了房子，政府给补了
6万，才能舒舒服服在新房子里过‘暖冬’，
要永远念着党和政府的好。

新房施工现场。

座座新房建起来

□本报记者 刘晓云

9月 6日下午，东宁市三岔口朝鲜族小学三
楼教室内，六年级的学生们正抑扬顿挫、铿锵有
力地朗读课文。而二楼四年级的教室内，同学们
在学习演奏葫芦丝，丝韵声声、沁润心田。

三岔口朝鲜族小学是三岔口镇唯一一所涵
盖幼儿园的小学校，学生70%是留守儿童。受前
期强降雨影响，地势低洼的三岔口朝鲜族小学受
灾较为严重，位于一楼的幼儿园教室及食堂，被
淤泥覆盖，地面出现三处塌陷。

“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想办法按时开学。”
校长金美声说。学校一年级至六年级都在二

楼，没受影响，所以小学部能够正常开学。但
幼儿园过水严重。金校长和领导班子成员商
量，暂时把教师的周转房清理出来当教室。

“这次洪水过境，镇里80%的民房都进了水，
很多老师的家里也受了灾。为了能让学生们正
常开学，这些天老师们全员在岗，保证孩子们正
常上课。”经过十多天的努力，全校近 9000平方
米清淤工作已经完成。

9月 4日，三岔口朝鲜族小学和全市学校一
起，如期开学。

上图：朗读课上孩子们正专注地读课文。
下图：四年级的学生们认真学习吹葫芦丝。

本报记者 荆天旭摄

□本报记者 刘晓云

东宁市三岔口朝鲜族镇五大
队村的一片菌田里，之前被洪水
冲得七零八落的菌袋，重新整齐
排列。仔细看，不少菌袋上已钻
出朵朵新耳。

村民崔化杰蹲前跑后，将菌
袋顶部扯开透气，重新摆袋。“你
别说，按照群里的抢救措施来，还
真抢回来部分木耳。”崔化杰说。

“她说的是农技指导群，可以
实时给受灾村民进行灾后农技指
导与服务。”一旁的三岔口镇乡村
振兴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崔京杰解
释道。

东宁市受此次洪灾影响较重，
汛情发生后，省农科院、省农业环
境与耕地保护站、牡丹江市农业技
术服务中心纷纷派出专家，和东宁
市环耕站、植保站、农技推广中心
的专家们一同成立指导组，走访50
余座受灾村庄，现场提供技术指
导，并成立了多个农技指导群。

“我们在 6 个乡镇成立了农
技指导群，全力帮助菌农开展生
产自救和复工复产。”东宁供销联
社服务全市的食用菌产业，食用
菌研发中心负责人郭雯带领技术
团队已实地走访 30 余个主栽木
耳的受灾村屯，为菌农们因地制
宜制定补救措施。

“农技指导群帮我抢回木耳”

本报讯（记者张雪地）5 日，
记者在海林市新安镇朝鲜族镇友
谊村看到，村民正在修建被水冲
毁的通往田间的吊桥。

现场，开着推土机的工人和
拿着铁锹的村民正在合力搅拌水
泥、沙子，这头的村民围着吊桥边
水泥接缝处，将嵌在支架上已经
变形的钢筋撬起、拆除。旁边的
工人手拿电焊，重新制作用于固
定的钢筋。

仔细看，河面上的吊桥水毁严
重，两边残留的网线随风摆动，下
面铺设的板子大部分不见了踪影，

剩下的也严重变形，斜立在吊桥
上。据村民介绍，这座吊桥是从村
上到达田间的主要路线。平时村
民骑着三轮车从吊桥去田里干活，
到了春秋农忙时，随着水位回落，
吊桥下的漫水桥露出来，大型车辆
可以从河床穿过。

据了解，这次维修吊桥桥面
120 米长，预计花费 14 万元。“我
们商量，秋收前一定把吊桥修好，
而且新桥要比原来再高一米，方
便以后使用。”村民说。

村民加紧修建吊桥 。
本报记者 张雪地摄

“秋收前，一定把吊桥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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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庆玲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一栋栋色彩鲜艳的移动安置
房并排而立，一张张笑脸洋溢着
幸福感，这是9月6日记者在龙江
森工东京城林业局有限公司抚育
站经营所看到的情景。

东京城局公司按照龙江森工
集团安排部署，在抚育站经营所
共搭建完毕10套移动安置房，目
前已经有8户受灾居民入住。

已经入住的受灾居民高桂芝
开心地向记者打招呼，让记者看
看她的“新家”。

在高桂芝的引领下，记者走
进她40平方米的新家。厨房里，
米面油、调料、崭新的锅碗瓢盆一
应俱全。转身进入卧室，布艺衣
柜、新床、新电视安排得错落有
致，整个安置房内干净整洁。

“有龙江森工集团和东京

城林业局的惦记，我们才能住
进这样的新家。”高桂芝说，她
们已经入住十天了，现在，一切
都很舒心。

“除了安排受灾居民尽快入住
移动安置房，我们迅速成立了灾后
重建工作小组，对受灾房屋进行完
善维修。主要针对灶坑、火炕、烟
囱塌陷等问题进行修缮，预计再有
2天能完成全部维修工作。”抚育站
经营所所长蒋继伟说。

为确保受灾职工群众人身安
全，东京城局公司对抚育站经营
所和尔站经营所受灾房屋两侧进
行了铁艺围栏安装，两个经营所
共计安装 1100米，目前已经安装
完毕800米。

“安装了铁艺围栏后，我们更
有安全感了，好像家里又恢复了
之前的样貌，增强了我们重建家
园的信心。”抚育站经营所受灾职
工陈冠军说。

有了新家当 开启新生活

左图：五常市五常镇莲花村的稻田。 本报记者 邢汉夫摄
右图：丰年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雷在查看水稻长势。本报记者 白云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