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峪镇主要领导在防汛一线

商户积极自救

清理大峪至班庄公路塌方

近期，连日的强降雨对我市各乡镇造成了不同程度汛情，7月 21日
上午，记者驱车来到寄料镇镇区看到，洪水退去后街道上沉积着大量的淤

泥和杂物，沿街商户一部分已经开始营业，还有一些受损严重的商户正在

清理室内、门前的杂物和泥水。

“我们是今天早上才回到街里的，昨天一天都在安全点避险。早上打

开商铺门，里面的东西被洪水冲得乱七八糟，污水、淤泥还有漂浮的杂物，

我们已经清理半天了，还是乱糟糟的。你看看店铺的墙面，这是积水的高

度，要有 80公分还要多。”寄料镇镇区沿街西侧一商户向记者介绍说。
“我们东侧的店铺还好一些，位置稍高一点，洪水只是漫过门槛，并没

有造成太大的损失。”据镇区沿街东侧商户“名镇羊肉馆”负责人黄战强介

绍，经过 19日一夜的降雨，20日早上 7时许，降雨再次加大，从山上下来
的洪水沿街漫了下来。刚开始漫街水还比较小，群众也不怎么在意，都站

在门口看热闹。十几分钟的时间，街道上的水就变成了洪水，一些车辆都

在水里漂着冲了下来。后来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和村干部沿街淌着水提

醒大家赶快撤离，才避免了人员伤亡。

“幸亏乡镇政府和村干部们提醒及时，水流那么大那么急，他们也不

顾自己的安全，沿街一路淌着水喊话说‘大水下来了’提醒大家赶快撤离。

他们喊话的时候都是带着哭腔喊的，这时候群众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所

有人都赶紧往安全地点撤离。”黄战强告诉记者。

上午 11时许，记者沿街一路往南走，看到道路两侧还躺着洪水过后
冲下来的损毁车辆和杂物，群众正在寻找、清理。在镇区卢沟桥段，一辆大

型机械正在清理路面淤泥，寄料村村干部一边指挥车辆施工，一边用工具

协助清理，确保道路尽快畅通。

寄料村党支部书记苏红伟告诉记者，镇区的洪水是 20日早上 7点半

到达，晚上退去。当天晚上，群众都是在安全地点过的夜，直到 21日上午
情况稳定了群众才回到住处和店铺察看情况。

“我们现在正协调大型机械对街道进行清理，保证群众的出行方便，

同时还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和清理杂物。因为预报今晚还会有大雨，下午我

们还会组织群众撤离到安全地点，确保群众的生命安全。”苏红伟说。

据了解，受近期的连续强降雨影响，寄料镇全镇 34个行政村全部受灾，其中南部山区的拉
台村、蔡沟村、炉沟村最为严重，造成道路、通讯和电力的全部中断，与外界失去联系。

据寄料镇宣统委员陈世昌介绍，截至 7月 20日晚上 8时，寄料镇镇区共转移安置群众
3455人，群众受灾面积 4130亩，损毁房屋 397间，冲毁车辆 107辆，电动车 111辆。该镇所有党
员干部 24小时在岗在位，分布在各个村庄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和危险地区群众安全撤离，在保证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财产损失。

7月 22日上午，为尽快保证各村庄道路畅通，该镇党委政府出动铲车 1辆、钩机 2辆连续
作业，打通了最后一个失联村蔡沟村的进村道路。

“蔡沟村的塌方面积广、分布散，有的道路下方已经掏空，只剩一层水泥，挖机开进去都需要

两三个小时。”该镇党委委员、南片总支书记王辉辉告诉记者，在从外向里打通道路的同时，正好

遇到蔡沟村自救的群众也在努力地向外打通道路，第一批物资已经送到群众手中。

据了解，截至目前，寄料镇 34个行政村已全面打通，救灾物资正在络绎不绝地发往受灾群
众手中。下一步，该镇党委、政府将争取各部门支持，早日恢复受灾村庄的道路、通信、电力、供水

等基础设施。 文 /图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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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峪镇

干群一条心 打赢雨灾洪灾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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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7月 19日起，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地处
北部山区的大峪镇更是遭遇了自 2000年“7·15”
洪灾以来最大的持续降雨过程，一时间域内大小

河流爆发山洪，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威胁。

危急关头，大峪镇党委政府带领广大党员干

部冲在一线，昼夜坚守，靠前指挥，认真化解各类

危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将迅猛山洪造成的损害

减少到最低，谱写了一曲曲防汛救灾的壮歌。

7月 21日上午，融媒体中心记者一行三人冒
雨前往大峪镇采访。临时调用的越野车刚出市区，

雨越下越大。车子驶入安沟水库西侧的盘山公路

时，从山体上冲刷下来的泥石流已布满了公路，道

路变得泥泞起来。行至北侧 1000米处的山间公路
时，两侧山体发生了六七处滑坡，好在有两台铲车

在现场巡回作业，道路勉强可以通行。记者粗略算

了一下，20多公里的山路出现山体滑坡 20余处，
有的路段不时有山石滚落，险情不断。

进入大峪镇区，街上黄色的淤泥与各类杂物

堆积得到处都是，众多在山洪中被冲毁的车辆车

身挂满杂物，横七竖八地停靠在街道上和河沟里，

沿街商户基本都遭遇了山洪侵袭，受损严重，部分

商户在清理杂物、清洗店内用品，积极开展生产自

救。镇党委、政府组织的工程车辆，正在有序清理

镇区街道。

“我已经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了，没有办法呀，

现在不仅镇区受损严重，而且截至目前只有镇区

恢复了移动手机信号，24个行政村除了接近镇区
的两三个村外，其余村全部中断手机信号、网络信

号、断电、断路，失去联系。我们镇机关干部职工划

分成 6个片，分包村庄步行往村里查看灾情、救援
群众。”满身泥水的镇党政办主任王洋洋告诉记

者。

大峪镇通往班庄村的乡村公路上，沿河的一

侧出现多处塌方，沿山坡的一侧山体滑坡严重，导

致路面上泥石流到处都是。在班庄村党群服务中心

西南侧约 700米处，不仅右侧出现山体滑坡，而且
沿河左侧出现严重塌方，导致路面交通中断。现场

有一辆挖掘机正在清理疏通，正在现场指挥作业的

镇党委副书记王宗帝告诉记者，预计中午可恢复小

型车辆通行。

当日下午，记者跟随镇党政办主任王洋洋来

到镇区北侧的黄涧河上，河桥西南侧的通讯线杆

和半空中的变压器，由于溢过河道的洪水的冲击

已经歪斜。桥面上一台挖掘机正在清理桥下淤积

的泥石、杂物等，

清理出来的东西

被货车直接转运

走。“7月 20日山
洪爆发后，不仅导

致镇区大部分建

筑物进水严重，而

且多年不遇的大

洪水挟带大量泥

石、杂物等淤塞桥

眼、淤积河道，如

果不及时清理，将

会给后续泄洪带

来极大安全隐患；

因此，洪水减缓

后，我们及时组织

工程车辆清淤。截

至目前，河道已组

织清理两次，镇机

关干部都是不分

昼夜奋战在一线。”

在该镇刘窑村河西组，记者看到，黄涧河持续

爆发的山洪已导致通往该村民组的桥梁冲毁，村

民在河道北侧种植的大片玉米地被毁。村民秦延

玲的小型养猪场被冲毁，初步预计损失在 40余万
元。

来自该镇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1日 17时，
本轮强降雨造成大峪镇 7000人受灾，转移安置群
众 2000人，集中安置群众 1500人；房屋倒塌 248
户，房屋受灾 613处；道路被阻断 352处、148公
里；除镇区外，移动信号镇区及龙王、班庄、下焦等

部分区域恢复；除镇区部分区域，全部停电；受灾

村庄 24个；农作物受灾面积 15000亩；直接经济
损失 1.5亿元。

灾情发生后，大峪镇在全市应急救援、通讯等

部门的大力援助下，出动各级抢险救援人员 1200
名，投入挖掘机、铲车、电锯、破拆工具、运输车等

设备器材 320件，救助被困群众 3000名。
只要干群一条心，雨灾洪灾都能挺过去。21

日中午，记者在大峪村偏远自然村受灾村民安置

点大峪小学看到，正值午饭时间，大峪村西南组组

长武国强手拿着喇叭在校园里大声通知村民吃

饭。“我不仅是组长，还是党员，群众在这里安置，

只有吃好了、睡好了，我才放心。”

“我家是大峪村东湾组的，俺村前面就是河，

前天开始下雨后，镇里、村里的干部都过来帮助我

们安全转移。在这里能吃饱，有电扇也不热，政府

对咱照顾真不赖！”刚刚吃过午饭的安置村民闫相

周说道。

“我今年 85岁了，旧社会遭灾后谁管你。这一
次大雨，政府提前都把群众转移出来安置好，在这

里免费吃住，感谢党，感谢政府！”老党员张永富激

动地说。

据了解，该安置点共安置转移出来的受灾群

众 380余名，由镇里统一提供免费食宿。记者看
到，被安置村民情绪稳定、生活有序。

“有了平顶山市、汝州市各级党委、政府的坚

强领导，有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援，有了大峪镇广

大党员干部的以身作则、冲锋在前，有了广大群众

的理解配合，我们相信大峪镇一定能够打赢这场

抗洪救灾硬仗！”大峪镇党委书记张雅丽说。

文 /图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打通进村道路

大型机械清理街道淤泥

群众清理室内淤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