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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灾过后，河北涿州恢复情况如何？
47万人遭灾，211个村进水，125所学校受损，洪水损毁了他们的家。大灾过后，

如何收拾大水留下的狼藉、重建家园？

涿州重启，还有许多
活要干。

现在去刁四村已经不
需要绕道，曾经被水冲断
的小桥已经修好。刁窝商
业街两侧的商铺还在等待
受损鉴定评估没有营业，
但菜摊已经摆了出来。越
往里走，道路越干净，进入
刁四村，已经基本看不到
20多天前堆在路边的垃圾
了。

刁四村的村支书张克
伟会招呼志愿者开会，这
些志愿者都是本村的村
民，义务来村里帮忙。

志愿者张双这些天的
工作就是为村委会收集汇
总村民房屋受损情况。现
在村里有不少人正在着急
修缮房屋，志愿者们便优
先来到这些村民家里，给
受损房屋拍照留底，并登
记相关的信息。

由于村里的地势有高
有低，水淹的程度不同，房
屋受损的情况也就不同。
志愿者们注意到，在着急
修缮的村民家里，有的房
子只需要局部维修，而有
的却已经是危房了。

在跟随志愿者走访的
过程中记者发现，有村民
已经等不及村里来拍照，
就开始动手修缮了。想在
冬天来临之前尽快恢复到
往常的生活，是许多刁四
村民的心愿，一些家里受
灾情况较轻的村民，已经
等不及地为家里添置了各
种生活必需品。

刁四村在十几天前已
经全面通电，但是燃气还
未接通，村民想要做饭只
能使用电磁炉等电器。另
外，由于村里的自来水还
不能饮用，刘培洗菜只能
用桶装矿泉水。虽然还不
是很方便，但是只要能开
火做饭，就有了家的感觉。

8月5日下午，记者曾
跟随村民杨龙和张晓丽夫
妻俩，在水灾过后第一次
回到他们的家。当时的张
晓丽完全无法接受眼前看
到的一切，现在再次走进
张晓丽的家，已经与上次
所见的完全不同。家具都
已经清理掉，地面显得很
干净。

张晓丽的房子装修完
刚一年，一家人在去年 8
月份才住进这个新装修的
家。当时买的家具和电
器，现在大多数都不能使
用了，只有一台大冰箱还
放在厨房。

因为家里还没来得及
置办新的家具电器，张晓
丽一家三口目前还得借住

在亲戚家。家里的小狗大
白，自从8月5日被杨龙从
窗台上救下来之后，也一
直陪伴在一家人的身边。

对于张晓丽来说，把
家里清理好，回家也就迈
出了第一步。但是在村
里，有一群人却因为每天
都在忙着别人的事情，顾
不上回自己的家。几天
来，记者一直跟随张双走
街串户，这天从张晓丽家
出来后，她才有机会回了
一趟不远处的自己的家。

张双家离张晓丽家不
远，也是积水最深的地
方。虽然洪水已经退去，
但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
变了模样。张双是东北
人，是嫁到刁四村的外来
媳妇。几天接触下来，她
每每提起自己家的情况，
总是乐呵呵地当玩笑说。
但其实，那些手机里存着
的照片，她自己也不敢再
翻看。

走出自己的家，张双
又继续着房屋走访的工
作。而她的丈夫张波也是
村里的志愿者，这几天正
忙着给村里行动不便的老
人和残疾人送物资。

张波从水灾发生后，
就一直在村委会做志愿工
作，先是在村上帮忙救援，
现在又专门负责村里的物
资发放工作。因为每天都
起早贪黑，两口子现在基
本以村委会为家，也只能
在村委会才能见上面。因
为两口子都顾不了家，张
波的父母现在住在同村的
大哥家里。张双也觉得，
自己作为儿媳妇，连家里
都顾不上收拾，一定会被
公婆埋怨。但其实公公张
玉桥每天都默默地帮两口
子守着他们的家。

张玉桥这边帮着儿子
儿媳整理房子，那边还挂
念着家里的地。地在家西
边几百米，不远，可路上仍
有积水未退。

张玉桥一家有 11 亩
多地，分成7块，都散落在
村子的各处，种的玉米、黄
豆等作物全都被洪水泡烂
在地里。张玉桥说，因为
地还没有干透，秸秆粉碎
机不能下地作业，只能看
着这些已经枯死的玉米干
等着。

刁窝镇的地势高高低
低，截至采访时，还有20%
左右的土地仍然不具备复
耕条件，而退水较快的地
块，农户们则利用冬小麦
播种前的四五十天，通过
改种补种减少损失。

（央视网）

相比于学校的清淤消杀
与设施更换，在洪水中受损的
工业企业的复工复产更为复
杂，现在它们按下重启键了
吗？

腾飞大街是涿州市城区
的一条主干道，早已恢复正常
通行。二十多天前，这里曾经
被洪水全部淹没，积水达到五
六米之深。

沿腾飞大街向两侧延伸，
是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这里聚集着多家对涿州经济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龙头企
业，河北亚大汽车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就是其中的一家，它们
生产的汽车的橡胶管路系统，
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50%。

在车间里已经看不到曾经
遭受水灾的痕迹，总经理夏雷
鸣告诉记者，洪水退去，他们就
立即组织员工进行消杀清淤，
以最快的速度复工复产。夏雷

鸣说：“整体的产能恢复了90%
以上，是开发区里边复工最快
的、复工的占比最高的，因为我
们对整个行业影响比较大，影
响全国50%左右的车辆、车型，
影响巨大，所以根本停不起。8
月5日就进来赶紧清理，8月6
日就赶紧投产。”

如今这家企业能够恢复
90%以上的产能，一路走来并
不容易。

8月4日，记者在冲锋舟
上偶然遇到了涿州高新区管
委会的工作人员和亚大公司
的员工，他们正在向武警请求
帮助。涿州高新区管委会副
主任冯子国告诉记者，他们在
与企业沟通的过程中了解到，
亚大公司需要尽快抢救出企
业转移产能的核心部件，也就
是工装，以便转移到其他协作
单位来帮忙恢复部分生产。

冲锋舟到达企业大门口
的时候，已经有公司的员工蹚

着齐腰深的水，提前来到了现
场。手机信号断断续续，大家
与车间里的员工艰难地沟通，
希望在就近的位置破窗而入，
交接工装。但是，交接并不顺
利，由于车间内的门被冲散的
物资堵住了，对方到达不了约
定的位置。

就在快要到达一个可以
打开的车间门时，又出现了新
的问题。因为水浅船过不去，
大家只能在就近的门停下，蹚
着泥水进入车间，穿过被洪水
冲乱的各种物资和设备，进行
工装交接。经过一番努力，武
警救援人员协助公司员工终
于抢救出了工装、胎具、检
具。而这些物件对于企业灾
后复工复产，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夏雷鸣表示，现在机
器重新修复和购买，最长的需
要两个月左右才能完全恢复，
从8月份开始，基本上到9月
底，就完全恢复正常。

乡村恢复情况如何？靖雅学校清淤消杀工作进展如何？

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如何？

8月 3日，位于涿州东郊
的靖雅学校，院内积水深度达
到三四米，救援人员正在紧张
地转移临时安置在这里的
1400多名群众。

经过救援人员的努力，在
校的所有人都被安全转移。

三天后，记者去靖雅学校
时，水已经退去大半，但校园
中依然可见浑浊的泥水。校
门口，学校的几个负责人讨论
如何清理这片狼藉。

刘娜是靖雅学校校长，她
告诉记者，水退刚能进人，他们
便迫不及待地进校检查，一层
的教室、办公室还有食堂全都
被洪水淹没，受损情况最严重。

此轮汛情，涿州水淹面积
一度达到城区的60%，积水平
均在一米多，最深处有五六
米。超过200个村庄受到洪
水侵袭，农田大面积受损，125

所学校教学点受灾，工业企
业、商铺等遭受很大损失。

如今，涿州最危急的时刻
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企业的复
工复产情况如何？学校能够
按时开学吗？受灾村庄如何
恢复往日生机？带着这一连
串疑问，记者重回涿州。

距离上次在涿州采访拍
摄已经有20天，可以看到，随
着水、电、气、交通等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逐步恢复，
与8月初相比，城区的生活秩
序走向正常，主干道两侧的商
场、超市、餐馆等已经开门营
业。

一路东行，进入刁窝镇，
原来被水冲倒在田间的车辆
早被清理干净，部分田地开始
复耕补种，靖雅学校也露出了
清晰的模样。

靖雅学校占地大约70亩，

范围较大，刁窝镇协调了机械
和志愿者，帮助学校进行垃圾
清理和清淤工作，现在学校已
经完成清淤、消杀等作业，课
桌椅的清理还在继续进行。

靖雅学校是一所全寄宿
制学校，要给近三千名学生提
供食宿，学校的食堂位于一
楼，厨房设施都在洪水中受
损，走进食堂后厨，空气中有
一股淡淡的消毒水气味，显然
一切都还在准备当中。

刘娜告诉记者，食堂新订
购的一些设施设备还在陆续
到位，争取在开学前完成安装
调试。正在食堂采访时，记者
偶遇来校检查工作的涿州市
副市长。涿州市副市长王东
威说：“每天这些学校我都要
看看。我们要求 9月 1日开
学，现在我心里有数了，没问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