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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渐退，对于农民来说，抢
救地里的庄稼也提上日程。记者
注意到，3日晚，黑龙江省农业农村
厅曾发布台风洪涝灾后主要农作
物栽培技术建议。

文章中提到，针对水稻，要强
化水层管理，对台风强降雨导致水
稻田间水层过深、短期淹涝的田
块，及时排尽积水，查苗洗苗扶
苗。持续降雨有利于稻瘟病发生，
也要防治病害。

当地农户近日也在积极开展
“自救”。阿陇生活在五常市民乐
乡，这里是五常大米核心产区。前
些年回乡创业的他，办了一家合作
社，售卖五常大米。在撤离之前，
他一直奔走于田间，修河堤、往外
抽水。

那么，除了“自救”，农户是否
可以获得相应赔偿？

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4日公布
数据，截至8月3日，北京、天津、河
北等14个受灾地区的保险机构收

到保险报案14.36万件，其中，农业
保险报案有 1.43 万件，估损金额
5.42亿元。

阿陇也给坝内的稻田买了“土
地保险”，但还没来得及申请理赔。

针对农作物被淹，怎样确定受
灾损失，又如何理赔？记者就此咨
询了多家开展农业险的保险公司。

其中，中华财险客服人员告诉
记者，申请理赔需要先联系当地理

赔部。“关于农作物受灾情况，需要
专家去核实受灾情况，核实完损失
后，会根据承保情况，来计算理
赔。”

安华农业保险客服人员也表
示，“工作人员去现场查看后，会进
行估损、赔付。”

随着洪水褪去，购买过保险的
农民可尽快申请理赔，以减少损
失。 （中新 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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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预警、暴雨红色预警、
强对流预警……这几天，阿文的手
机里收到了一条条预警信息。

她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五常
人，著名的五常大米就产自这里。

但受台风“杜苏芮”残余环流影
响，五常市自8月2日起连续多日降
雨量超过100毫米，造成境内大型
水库、中型水库、河流均超过汛限水
位，多个乡镇受灾。村民被转移，雨
水倒灌农田，农民损失严重。

哈尔滨市气象局发布的哈尔滨市降
雨量分布图显示，8月2日零时至8月4
日8时，降雨量最大的站为龙凤山。

小鹤是五常市向阳镇人，也受到这
次洪水影响。“3日晚上，爸爸在村里组织
撤离，由于山上没信号，暂时还联系不
上。”

小鹤目前待在镇上。据她了解，
“龙凤山镇的村屯也都撤离了。”

8月4日，五常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办公室再次发布消息，五常市转移受
灾群众近2万人，没有人员伤亡，受灾
群众情绪稳定，生活必需品供应正
常。

同日21时，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
部针对黑龙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启动
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
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
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等救灾工
作。5日，小鹤告诉记者，家里人已经领
到了救灾物资，她也开始投入到工作
中。

五常市向阳镇农民小何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前几日她就有关注到京津冀
大暴雨，但没想过会这么严重。“五常这
次雨是我这些年见过的最大的一次。
目前我家两片地都废了，祈祷别再下雨
了。”小何说，现在是稻子最不能淹的时
候，下了这么一场大暴雨减产是必然
的。

这两天小何都不敢翻朋友圈，到现
在她也不敢亲自去自家被淹没的地里
看一眼，怕看了心里太难受。“五常下了
两天两夜雨，目前看我家的损失得有十
几万。”小何说。

当地农民大龙告诉记者，眼看还有
两个月就要秋收，不料一片稻田变成

“汪洋”。
8月3日2时30分，五常市民乐乡

农民大龙接到通知：由于五常连日暴雨
天气，造成水位持续上涨，村民全部撤
离。大龙说，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的农
民，撤离村庄有太多的无奈和心酸。看
着一片稻田变成一片汪洋，更是难过。

大龙是80后农民，年轻时曾怀揣梦
想去外地闯荡，但经历三次生意失败，
最终决定回乡创业，种地办农村合作
社，自产自销五常大米。这两天他一直
奔走于田间，修河堤、抽水，晚上10点多
才回到家。

“现在正是稻子抽穗期，遇到大水
两三天，基本就是绝产，农民的心都揪
着，都在默默祈祷不要再持续下大雨
了。种地不容易，忙活了大半年，从春
天就一直往地里撒钱，地多的投了几十
万元。眼看还有2个月要秋收了，却被
大水淹没。”大龙说道。

五常“农二代”陈先生也曾在
大城市打拼，三年前，他同样选择
回到家乡，和爸妈一起通过互联网
销售大米。

“从小到大我没见过这么大的
雨。看雨势我们心里也知道凶多
吉少，看着地里长得特别好的稻
子，心里就很难过，想远远给它们
都拍下来，又想近近地看它们每一
株的长势。”陈先生说，这东西和养
孩子一样，前几天他爸刚刚割完最

后一次池埂子上的草。
陈先生告诉记者，现在家里的

地已经都被淹没了。其实这些地
对他来说不只是地，是爸妈一年的
辛苦，看了五味杂陈。

在他的印象里，小时候家里地
淹了，爸爸会说：“没事儿子，庄稼
不得年年种。”别人说他心大的时
候，他会说：“那也不能跟着地去
了。”可是这次，爸爸晚上也睡不着
觉，一直想着他的地。“或许我该承

担起更多的责任了。”陈先生说。
“过去我不愿意承认自己家是

种地的、是农民。现在我完全不这
么觉得了。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职
业，我会告诉你‘我在五常当农
民’。”

官方资料显示，五常市是哈尔
滨下辖九县(市)中人口最多、耕地
面积最大的县级市，也是全国水稻
五强县之一。2022年，五常当地的
大米年产量为192万吨。

作为五常大米的主产地，强降
雨下，很多人关心当地稻田受灾情
况如何？

对于五常市农作物的受灾情
况，4日，一位五常市政府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现在他这里没有具体数
据，还没有进行统计。“我们都在下
乡抗洪。”

多位当地居民则表示，看目前
的被淹情况，估计大米产量要受到
影响。

“家里大概有28亩地，现在大
部分稻田都在水里，不知道能保住
多少。”小鹤说，“一亩地成本700
元，估计这次损失挺大。”

小鹤发给记者的几段视频显
示，洪水已经漫到家门口。在部分
地块，洪水几乎要将稻子淹没。

“水稻减产是必然的了，只希望
雨赶快停，洪水尽快下去，能多保住
一些。”小鹤称。

阿文也提到，沿河的稻田几乎
都淹了。不过，4日夜间，雨势渐撤，
让阿文宽了心，“目前最危险的阶段
已经度过，龙凤山的洪水也将逐步
消退。”王女士除了种植五常大米，
也在五常市山河镇上和网上开有专
卖五常大米的米店。这两天，她发
现因为这场洪灾，不少客户在囤
米。“光今天就出了2吨，往年这个时

候一天也就零散地卖几单。”王女士
说，这主要是大家觉得今年五常大
米产量受到洪灾影响，价格会有所
上涨导致的。

“目前，去年下来的米还有一定
的库存，价格也没有变，还是75元
10斤，但是出完就没有了，希望还是
能尽量抢救水稻。”她说。

另一位同样专卖五常大米的商
户谷先生也告诉记者，最近有不少
常客都来询问五常当地的情况如
何，用不用囤点大米之类，很多人都
来下了几单，不过谷先生说：“目前
我们的发货正常，大家随吃随买即
可，不用囤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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