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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郭彦成

本报讯 7 月 6 日，大祥
区板桥乡金桥村无公害蔬菜
种植基地，几位菜农正满脸不
忍地把被洪水浸泡后已经枯
萎的辣椒树一株一株拔起。

“没法子啊，前些日子还没成
熟，不能抢收，现在又……
哎！”种植户申正才说起自己
的作物，脸上闪过一道苦涩。

7月2日，洪水过境，申正
才家的二十余亩农田变成了

“汪洋”，辣椒树已是不活了，一
米多深的水刚好盖过辣椒树。
洪水消退后，他立马扑进茄子
种植大棚里，看到半数以上的

茄子被水泡过了。其他蔬菜也
好不到哪去，丝瓜、南瓜和西红
柿，都不同程度受损。

“事情已经这样了，还是
想法子抢收最要紧。”申正才
急忙组织人手抢收，防止病
虫、高温对作物的再次伤害，
以减少损失。大棚里，农妇们
忙得汗流浃背，弯着腰，弓着
背，茄子一个一个地往篓子里
放。老农申正才则扛着铁锹，
领着几个小伙子，清沟挖渠。
至 6 日中午，茄子已抢收 350
公斤左右，菜地的积水淤泥也
已清理完毕。

当被问及下一步计划时，
申正才说：“要把这些受灾的
菜的根拔了，还要请人进行病

虫防治，再把土翻过，才能再
次播种。”之后，申正才指着那
边的丝瓜大棚，表示有些丝瓜
已经不长了，但他询问过基地
的技术人员，说还有希望救
活。几个菜农正围着一位技
术人员，学习怎样把倒伏的蔬
菜正确扶正，然后培土壅根。

申正才还是很乐观的，
“虽然蔬菜被淹了，但是我们
人还在，党和政府还在关心我
们”。据了解，乡政府以及村
委会正在商议具体的补偿事
宜，现在正在挨家挨户地对受
灾菜农进行损失登记，同时正
组织力量对受损大棚等基础
设施进行全力抢修，帮助菜农
渡过难关。

田园的希望

吕海玉 张雪珊

本报讯 7 月 6 日，双清区桥
头街道泥湾防洪堤闸门口附近遭
灾的街道，水、电、气恢复正常供
应，张先生经营的“老字号”涂料店
正常营业。前段时间，泥湾片区随
处可见城管、环卫、电力、燃气等部
门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

此次，泥湾片区受灾严重。洪
水冲毁财物，却冲不垮人们重建家
园的信心。洪灾过后，双清区政府
联系群众迅速投入灾后重建工
作。7月5日上午，双清区委、区政
府负责人组织各部门负责人召开

泥湾片区恢复建设紧急调度会，及
时解决救灾问题。

据了解，该区城管、环卫联
合桥头街道对路面清扫清运，连
续日夜奋战，两天共出动工作人
员 600 余人，组织大小车辆 80 多
台，清运垃圾 850 余车，全面完成
该片区清扫任务。卫计部门忙
于消毒防疫，消毒面积 1200 平方
米。民政、住建部门摸底慰问，
汇总数据报灾报损。目前，双清
区正结合扶贫、棚改等民生工
作，调查核定，争取资金，按标准
结合实际全力进行灾民安抚和
灾后建设。

泥湾片区灾后恢复快

罗玉莹 实习生 肖慧玲

7月8日，阳光明媚，大祥区邵水
西路沿岸，店铺老板们还在陆续将被
淹没过的家具清理出来。环卫工人
黎梅军开着垃圾清运车，将这些家具
一趟趟清运到五金厂垃圾中转站。

61岁的黎梅军是大祥区一名
普通的环卫工人，从事环卫工作已
有三十余年，主要负责双拥路、邵
州路的清洁工作。7月3日，洪峰
过境，黎梅军和同事们担当起了清
洗路面的重任，整整四天三夜，一
刻都没有合眼。“洪水一边退，我们
就要一边冲洗，否则泥沙一干，就
积攒起来了。”黎梅军介绍。他们
日日夜夜都守着洪水，洪水退一
步，他们就要扫一步。当时，最严
重时，洪水都泡到了黎梅军腰部。
当第五天黎梅军回到家中时，才发
现自己被洪水浸泡过的地方都起
了红疹，她用消毒液使劲清洗、消
毒后，稍稍休息，就又赶到马路上。

黎梅军四天三夜没合眼的背
后，是她再次被洪水淹没的家。黎
梅军住在邵水西路五金厂垃圾中
转站旁。洪峰来临前，黎梅军就接
到转移家具的通知。当时，她正守
在马路上，仅仅几百米的距离。同
事们都劝她先回去一趟，但她始终
坚守在马路上。最终，丈夫黄邵满
将冰箱抢救出来，洗衣机、电视都
被水淹没。早在1996年洪灾来临
时，她的家也被洪水淹没过。当
时，黎梅军从二楼窗户爬了出去，
游泳到了安全位置，就立即投入到
工作中去了。

“她就是太在乎工作了，把工
作看得比我们这些家里人都重要。”
儿媳赵小飞对此颇为不满，丈夫黄邵
满心里也多多少少有些想法。黎梅
军明知家里人对她的这一行为有些
不满，但还是倔强如一。“这是我的工
作，没什么别的可说。”黎梅军斩钉截
铁地说，“对我们环卫工人来说，马路
就是我的家。”

“马路就是我的家”

记 者 刘波
实习生 陈甜甜 李丽媛

在7月1日的洪灾中，新宁县
回龙寺镇昂家村11组村民李言雄
家损失不小——很多物品浸水损
坏，后屋围墙倒塌，让本来贫困的
家雪上加霜。

不过，让李言雄感动的是，麦
点商城邵阳服务部和邵阳麦点商
会的爱心人士为他送来了油、米、
水和面等生活必需品。看到李家
陷入困境，正在现场的邵阳麦点商
会会长张永善当场掏出 600 元钱
交给李言雄。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张永善也
是这次洪水的受害者。7月1日，
他在新宁老家喂养的 2 万公斤的
甲鱼和六七十吨家鱼全部被洪水
冲走。这些鱼原本打算在 9 月大
量上市的。

张永善第一时间就得知自己
受灾的情况。但是，巨大的经济损
失并没有绊住张勇善做公益的步

伐。当天，市区遭遇洪水，很多市
民受灾。当晚，在张永善等人倡导
下，邵阳麦点商会成立了抗洪救灾
小组，前往市区各个受灾地区，帮
助、慰问受灾市民。同时，他向全
体会员发出救灾募捐的倡议，他自
己带头捐款 1000 元。当晚，他们
就募集到4万多元爱心款。

7 月 5 日上午，张永善等人将
第一批筹集的4万多元爱心物资送
往市慈善总会。7月6日，张永善
又带着救灾物资赶到重灾区——
新宁县回龙寺镇毛坪村、昂家村，
为灾民送去爱心物资及慰问金。

7 月 6 日下午 3 时许，走访完
受灾村民后，张永善才决定赶回家
去看看。可是，张永善在家没待几
个小时，就连夜赶回邵阳。他说，
第二天，他还要走访慰问一些受灾
商会会员和市民。同时，他准备向
公司总部申请救灾款基金。“如果
成功申请下来，就能帮助更多的受
灾市民。”

洪灾中，自己损失惨重。他没有回家过问，而是去灾区
帮助他人。张永善说：

希望帮助更多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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