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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笼罩着大地
狂风暴雨
猛烈地敲打着窗户
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苍天啊！
是什么迷住了你的双眼
让你的泪水如此汹涌
如此磅礴
如此湍急？

瞬间
便淹没了芸芸众生人世凡尘
昔日坚硬的街道在风雨中冲断
昔日挺立的房屋在风雨中坍塌
昔日奔驰的汽车在风雨中卷走
昔日青碧的山坡在风雨中化成了泥石流

洪水就像一匹脱缰的马
冲坏了河床
冲进田野
冲进地铁
冲进房屋
灾难来得如此迅猛
让人猝不及防
汽车在洪水中漂流
如一叶小舟
人们在洪水中抗争
面对大自然
一切似乎都显得如此的渺小
一切似乎都那么苍白无力

别害怕
别颤抖
别哭泣
暴风雨
牵动着亿万华夏儿女的心
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一辆辆消防车
一笔笔汇款金额
一车车救灾物资
一张张坚毅的面孔
汇聚成万千力量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风雨同舟 众志成城

暴雨中
一根根绳索
一腔腔热忱
汇聚成洪水中最坚定的信心
让生命化险为夷

急流中
素不相识的人们
手拉着手 肩并着肩
男外女内抱紧成团

被困的汽车里
一把菜刀 一把锤子
砸破天窗
把孩子装进桶里
把生命细心呵护

洪流中
铲车化身成摆渡船
车斗成了庇护生命的神器
把生命一次次托举

素不相识的人们
洪水中连连救人
处处是不顾自身安危的身影

井盖被冲走的窖井旁
独守风雨守护安全的身影
铲车上
指挥群众安全撤离女乡镇干部的身影
洪水中
扛起孩子把孩子高高举起的身影
医院妇产科
用应急灯完成生命诞生使命的身影
地质灾害点
冒雨查看险情的地矿人的身影
一个个模糊的身影
书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忠诚
一个个平凡的身影
像雨水般打湿了我的双眼
你们都是新时代最伟大的英雄

灾难无情人有情
风雨同舟大爱前行
群众安危永挂心中
灾难中
那一双双温暖的双手
风雨中
那一个个逆行的身影
熬红的双眼里写满坚定
汇聚的力量里众志成城
风雨之后必有彩虹
洪水 终将退去
淤泥 终将清理
地铁 终将奔驰
房屋 终将矗立
家园 终将重建
黑暗 终将离去
黎明 终将彤红

就让暴风雨来见证吧
见证中华儿女
坚强不屈无所畏惧
团结一致抗洪救灾的精神
见证中华民族
用人间大爱铸成的钢铁长城

郑州，当洪水渐渐退去
● 张生丽

风雨 彩虹
●孙利芳

7月盛夏，酷暑难耐，人们多么盼望下一场酣
畅淋漓的及时雨啊！谁料想，盼来的却是一场噩

梦。
7月17日以来，河南全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郑

州、安阳、鹤壁、新乡等地城区严重内涝，地铁停运，

通信、电力、铁路、公路、民航受到严重影响。多地降

水量打破历史记录，部分水库水位超汛限，部分城区

内涝严重，部分道路交通中断。

听———天空中魔兽般的惊雷在呐喊嚎叫；瓢泼

大雨千军万马般冲向地面，急遽的“哗哗”声震耳欲

聋；排山倒海的洪水咆哮轰鸣；房屋桥梁轰然倒塌的

隆隆声；残垣断壁前啜泣的嘤嘤声……

看———阴沉的天空乌云翻涌，火龙般的闪电撕裂

着暗黑的天空；瀑布般的暴雨从高天飞流直下，撞击着

脆弱的地面；迅疾的狂风裹挟着猛雨抽打着地面上的

一切；山洪猛虎般冲向山涧、河流，气势汹汹；房塌了，路

断了，尘埃般渺小的物体在洪水猛兽面前挣扎、起伏

……

河南人的心在滴血！全国人民的心在滴血！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

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各

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

一位……”

“在大汛大灾面前，首先要坚定必胜信念、必胜信心。”

河南省委省政府强调，要牢牢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

河南各地迅速行动，全力组织防汛救灾，党员干部冲锋

在前，普通群众自发参与。

一方有难，八方驰援。全国各地一支支救援队紧急驰援，

一批批救灾钱物迅速送达。

霎时，中原大地上，市、县、乡、村各级齐行动，党、政、军、

民各方共攻坚，打响了一场空前的抢险救灾大会战。嘹亮的冲

锋号在中原大地上响了起来。

这场特大暴雨牵动了无数国人的心，灾难面前，大家风雨

同舟，齐心协力，用双手托起一个个生命的希望，用壮举奏响了

一曲曲英雄的赞歌，用青春和热血筑起了一座座高大的丰碑。

哪里汛情最急，哪里险情最重，哪里就能看到党员干部的

身影———

武陟县嘉应观乡二铺营村党支部书记李林哲，不顾个人安

危，第一时间跳进水里救出落水者，并指挥吊车拉出车辆。

新密市发改委副主任王俊杰，查看灾情途中遭遇洪水，47岁
的生命永远消失在滔滔洪水中。

滚滚洪流中，一辆铲车横亘路中央，汝州市一名女干部站在

车上，手扶栏杆，配合手势大声呼喊着救援指令。

……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波涛汹涌的水面上，到处

都是橄榄绿的身影———

一辆辆冲锋舟和橡皮艇在滚滚激流中往来穿梭，一张张惊魂甫

定的面孔流露着感激的神情。

“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年迈的老人躺在担架上被抬

了出来，幼小的婴儿拥在怀里给抱了出来，受伤的人员趴在背上给背

了出来，拥堵道路的积水给排了出来，河堤的决口给堵了起来……

他们跟老天较上了劲儿，跟时间抢生命。饿了，吃几口便餐；困

了，那刚刚清理的湿漉漉的地面便是他们安放疲惫身躯的地方！

那些普普通通的中华儿女，骨子里却都藏着一颗高尚坚毅的灵

魂，在灾难面前谱写着可歌可泣的赞歌———

河南省人民医院护士李英豪，当地铁受困于隧道时，同样经历了

生死劫难的他，放弃了提早回家的机会，留下来同他人一起，用灭火器

砸开了一扇窗户，将受困人员解救，并为心脏骤停乘客进行心肺复苏。

那些新闻工作者，奔赴一线，深入现场，用一篇篇新闻报道为抗洪救

灾凝聚强有力的精神力量。他们是记者，又何尝不是战士！河南科技报社

青年记者韩威、刘振亚、杜昀泽三人，冒着滂沱的大雨跳进湍急的水流

中，手拉手护送大家过“河”。

郑州银基广场负一楼被淹，商场工作人员和热心市民迅即排成一排，

泡在水里喊着口号，用绳子将被困人员逐个拉出来。

那个卖包子的大叔，热腾腾的包子筐边，居然写上这样的字样：“包子

不卖，饿了就拿。”

郑州高铁站，同样受困的一队学生乐团为安定人心，现场演奏起《我和

我的祖国》，那优美的旋律响彻云霄，激荡着人们的心房。

水流湍急的道路口，一群人手挽手肩并肩互相扶持，男士们都不约而同

地把妇幼围在中间，共渡难关。

……

够了够了！这憾人心魄的一幕幕场景，这荡气回肠的一件件壮举，这气吞

山河的一个个高大身影，千言万语岂能倾诉完？一枝拙笔岂能描画尽？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是他们———

英勇无畏的人民子弟兵，逆风而行的医护工作者，先人后己的党员干部，

千千万万铁骨铮铮的炎黄子孙！

是他们，用血肉之躯筑成了一道道抗洪救灾的钢铁长城，用博爱与奉献擎

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用勇敢和坚毅践行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他们，“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

他们，“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

他们，是我心中真正的英雄！

致敬，英雄！

迎“洪”而上真英雄
●李景侠

7月22日，星期四
中午一点左右，郑州市区内的洪水刚刚消退，便接到单位通知，由于

办公大楼是柴油发电，为节约能源，各部室除留下值守以外，其他人员可

居家办公。

去年春天疫情时的记忆，瞬间重现。

两点多时，我回到位于文化路的家中，因小区停水停电没法做饭，

下楼来到街上，很多饭店停业，只有一家地势高些的家常菜馆还开着

门，因是暑期，就餐的老人孩子坐满了餐厅内外，我在门口排了半天

队，终于吃上了一碗热干面。

下午三点多，看微信上有人说公交一部分线路重新运营了，我便

又下楼,准备去住在附近的老妈那里看看。
车上人不少，车门玻璃上前一天被洪水冲淹后的泥渍仍在，来不

及清理就又投入了运营。我看到高于脖颈的车窗上，泥水冲刷过后

残留的浮土波痕，像泥地上无数蚯蚓爬行过后的纹路，令人触目惊

心。

手机信号很不稳，偶尔接收到的信息，全部是和灾情有关的，

有说泄洪要淹郑州东部的中牟、开封、周口等地；文友还在朋友圈

里，发了几张街拍的救灾武警照片，战士们在抢险间隙，赤脚席地

躺卧在泥浆中休息。

正休产假的外甥女婿，在洛阳驻军某部服役，22日早上他在
家庭群里说，21号凌晨单位派出的第一批抢险救灾人员和物资已
经出发，部队战友都争先恐后抢着上前线，每个人都写了请战

书，大家都是发自内心地要到抗洪一线去，但因为名额有限，部

分人员留守了。他也是留守的一员，在后方做报道，把前线的第

一手信息、视频、图片等资料上传网站，让所有官兵都能及时看

到。留守也是战斗。

不久在他微信上我看到，7月21日19点26分，郑州阜外华中
心血管医院旁边，那辆在齐腰深的洪水中劈波斩浪的救援军

车，就是他的战友开的。

他在朋友圈里说：我们的车！兄弟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当时很多身处灾区的郑州人还不知道，和这个城市一样

遭受洪水肆虐的还有安阳、鹤壁、新乡等地，那里的百姓们比

起郑州人，处境更为困难，更需要被看见，更需要受到支援。

好在，有很多热心进行义务宣传报道的网友们，通宵不

眠、几天不休息地在网络上，奋勇“捞人”见义勇为。

一个21岁的郑州女大学生，几天几夜不忍合眼，放弃
考研复习的时间，在微博、微信、QQ等社交媒体上，转发各
类洪灾求助信息，并临时组建救灾微信群，帮助那些素不

相识的陌生人。

互联网就像是一张网，她说“我要把那些人从洪水和

无助中打捞上来”。以前，她不会通过陌生人微信好友申

请，也不会接外地的电话。但这场灾难，拉近了她与陌生

人的距离，“那些我不认识的，在汪洋中求助的人，也在

我的世界里。”

是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当无情的洪水来临时，

所幸这人间处处有爱。是爱让所有的人相互连接，成为

一个陆地。正是洪水中一个个热心人的援手，让郑州

度过了最为艰难、危险的那几个黑夜与白昼。

中午，接到在洛阳银行上班的外甥电话，说他和

小伙伴们自发捐款购买了救援物品，正开车送往郑

州，问我是否搭车回洛阳，等洪水过后再回来上班。

我说不了。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应该和郑州在一

起。

六点钟左右，接到单位通知，按照党委要求，尽

快复工复产，明天有特殊情况的、能在家处理工作

的也可在家办公。单位工会群里，也已经开始统计

员工家庭受灾情况。

小妹才买的新车，也被洪水浸泡了，修理行

业务火爆，一下午都没有联系到拖车，傍晚时分

拖车终于来了，折腾到半夜，却始终没办法把停

在负一层半坡狭窄处的越野车拖走，只好又动

用施工叉车，将车运走。看看时间，已经是凌晨

一点钟了，雨还在倾盆而下。

7月23日 星期五
早上，下了几天的雨终于停了，天空还是

阴沉沉的。

早起出门去买吃的，看见家属院路上，有

一只夜里被风雨打落在地的雏鸟，浑身湿淋

淋的，已经死掉了，可怜身上的羽毛还没有

长出来，光秃秃地就像一团粉红的肉丸。心

里好难受，用掉在地上的树枝捡起来，埋进

路边的花坛中。

鸟儿的生命、树木的生命、万物的生

命，都和我们人类一样，珍贵而平等。当自

然灾害降临时，能够幸免于难的和无法幸

免于难的，其实都是不幸。

七点多吃过饭，我正在查询去上班

的路况和交通信息，看到和我家住的不

远的同事发来的微信，他已经早早地出

发去往单位的路上，但是市区路况很糟

糕，有些地方路面塌陷，车辆遇阻，无法

前行。

在郑州生活了30多年的我，对这
个城市的熟悉和热爱程度，就像是一

个朝夕相处多年的老友。我知道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郑州西郊碧沙岗附近

像国棉四厂等很多企业，都在地下挖

了相互通联的防空洞，也就是说，那

里很多路面以下都是空的，再加上

郑州地下土壤的结构，很容易在雨

后发生塌陷、垮塌等次生灾害。

虽然洪水退去了，但接下来的

次生灾害、救援困难等情势，绝对

不容乐观。我只好暂时居家办公。

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同事发来信息说，他已到单位，有电，有一部电

梯，无网络信号，他骑的共享单车无法还车，只好放在楼下，等能连接上网

后才归还。

这一天，各种各样关于洪灾的信息，亦如滔滔洪水般不断涌来，时间

显得格外漫长且煎熬，让人揪心牵挂、坐卧不安。

那些身处郑州市区周边的郊县村镇、山区住户，交通和信息更为不

便，灾情也难迅速传导、被大众所知晓援助；那些为郑州泄洪做出巨大牺

牲的下游开封、周口等地民众，付出了良田被毁、家园被淹的惨重代价；还

有相邻的新乡、和更北的豫北鹤壁、安阳等地洪灾，也亟需得到外界的救

援……

无数平凡的人，在灾难中用人性的光芒，相互温暖和照亮，努力让自

己成为一点点星光。

洪水来临那天，停水停电，外部救援还未到达，大家都人心惶惶地囤

吃的和饮用水，我到门口那家小超市时，听见那个平素扣分捂厘、分毫必

取的老板娘，对前来买水的顾客讲，因为无法进货，店里现存的瓶装矿泉

水不多了，每人只限先买五瓶，好给后来的人留一点解渴。

今天，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火速进展，当救援物资也源源不断地

从四面八方被运送到市区，很多人都在微信朋友圈中转发郑州720志愿者
工作组的一封倡议书：如果您的小区已经恢复供水供电，在社区免费发放

救灾物资时，请您不要再去领取，请您告诉家人和周围的人，不要再去领

取，将物资运送到新乡、周口、鹤壁、安阳等其他更需要的地区！感恩帮助

我们郑州泄洪的下游兄弟重灾区，让爱传递，共渡难关！

这就是淳朴的郑州人，这就是懂得互助和感恩的河南。

有人在家庭群里对孩子们说，郑州的洪水之所以来得突然、退得迅

速，是泄洪下游的豫东人民，用失去万亩良田、几十万人背井离乡的代价，

换取了郑州的平安。记住要善待农民，我们吃的喝的都是从他们的土地里

生产的，最卑微者最高贵。

那张铲车里坐满了受灾群众的照片，不知道让多少人泪目。中原草根

阶层，就像田野里的青草，经受着困苦，忍耐着生存，一次次在灾难之后，

顽强地复苏。

还有那些挂在路边栏杆和树枝上的面包、牛奶等应急小食品，为救援

出来的路人及周边群众而准备着，供经过时的他们免费取用。

下午出去，扫码骑了一辆共享单车，还车的时候，发现没有扣费，手机

上那一句“郑州加油”的祝福语，让我心里一暖。所有的公交车也供市民免

费乘用。

点点滴滴，虽然微小，都是善意，都是凝聚力，汇集起来，就是大爱。

几个户外运动微信群里，有倡议招募志愿者帮忙搬运救灾物资的，为

小区独居老人送吃喝医药的，还有群友自发行动起来，在泥泞中徒步十几

公里进山，为困在山区的村民送去温暖和关爱，浓荫遮蔽的丰产路上，有

人拿来工具，在暮色中伐掉被风雨吹折的树枝，免得引起次生灾害，伤到

行人……

很多凡夫俗子，似乎都变身成了超人圣雄，在自己的朋友圈和微信群

里，接力转发扩散着各种来自新乡、安阳、鹤壁城乡的求助或救援信息，我

想今天没有人会嘲笑他们，因为大家的心情彼此都能懂，每一个人都想为

受灾的人做点什么，无法近前伸出援手的，就在网络上发声加油，无力捐

献财物的，就拿良言善语施予援助，为兄弟地市灾情呼吁呐喊。

7月24日 星期六
路边依然有很多免费的充电点，表明还有不少小区依然停电，网络信

号也不稳定；文博公园里和平时一样，有了很多又开始晨练跳广场舞的市

民。

我骑车路过花园路口等红灯时，听见一位交警正在询问带着3、4岁
男童的路人，“怎么让孩子光着脚走路？”那个爸爸回答说，孩子的鞋子

被水冲走了，带孩子去买新鞋子。交警又问，“怎么不抱着他走，路面被

冲塌了，很硌小脚丫，也不安全。”爸爸说，“没事，就当锻炼一下。”本来

边走边玩、一直嬉笑的孩子，这时扭头懵懂地望着我的手机镜头不笑

了，忽然心疼。

下午从外面回来，正在屋里清洗冰箱，将里面快要坏掉的肉食装在垃

圾袋里扔掉时，听见楼下传来孩子们惊喜的欢呼，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来电

了，打开电扇，风叶徐徐转动，习习凉风扑面吹送，那些童声还在窗外欢

呼，来电啦！来电啦！像一阵阵轻捷而愉悦的鸟鸣。

孩子们在大声欢呼，我的心在默默欢喜。

或许只有失去过，才会懂得珍惜，当生活重新恢复正常后，手掌触碰

到水龙头下清凉的水，那种幸福，就像平生第一次享受源源不断的泉流。

晚上，一轮明月照耀着这个复苏后的万家灯火。

我才恍然记起，今夜是农历六月十五。

十五的月亮下面，有团圆也有分离，有诞生也有逝去，有快乐也有悲

伤，有重生也有消亡。灾难会带来破坏和毁灭，却也教会我们自助和助人，

让我们懂得生活的可贵，懂得珍惜每时每刻，珍惜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

也让我们铭记感动，那些在危难之时的舍生取义。

7月25日 星期日
一早醒来，蓝天白云如画，阳光耀眼明净。

走在街上，道路两侧停放的外省救援车辆，明显减少了，朋友圈里一

条又一条的更新显示着，几天前救援和帮助过郑州的勇士们，此刻已转战

到了相距并不远的新乡、鹤壁等地。

很多刚刚经历了洪灾的热心郑州人，也将目光、爱心和行动，投送到

了更需要援助的地方，他们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捐款、捐物资、义务劳动、

加入志愿者队伍、在网络上梳理审核求助信息并对接资源、进行灾后重建

或心理疏导、情感帮扶……

截至24日10时，郑州市区公交线路恢复营运率已达84%。受灾城市隧
道和立交已通行27处（隧道2处、立交25处），断行12处（隧道8处、立交4
处）。

虽然，有个别小区已经连续六天停水停电停电梯，居民们仍在耐心有

序地积极自救。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处处有爱的城市，正在逐渐恢复。

此刻，我的住处窗外蓝天澄澈，白云悠悠，蝉声此起彼伏，时光宁静美

好得就像是从没有发生过一场惊魂夺命的洪灾，似乎这座古老而又年轻、

充满活力和变化的中原之城，未曾被洪水洗劫。如果不是街上不时传来由

远而近又由近而远的救护车铃声，我甚至觉得，短短几天前的那场洪水，

遥远模糊得像是一场噩梦。

但那不是梦境。

脚下的洪水虽已消退，相信每个郑州人对平安日子的渴望与珍惜之

情，来得比以往更加澎湃汹涌。所以我要写下，这些注定成为历史的日子

中，凡人的痛心和无奈，大爱的感恩和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