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4日凌晨3点，住在内江市东兴
区杨家镇一楼商铺的杨刚被儿子一通电
话吵醒，当他打开房门时发现积水已经
没过脚踝，还在不断上涨。他来不及收
拾东西，拉着妻子就往外跑，大约半个小
时后，商店被全部淹没。

7月13日下午1点到14日上午8点，
内江市遭遇暴雨袭击，东兴区局部地区
出现超250毫米的特大暴雨。受短时强
降水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东兴区境内
河流水位上涨，多个乡镇出现不同程度
的洪涝灾害。

面对灾情，内江市应急管理、消防、
公安、武警等与属地镇政府、蓝天救援
队，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开展抢
险救灾工作。

小镇遭遇洪水
紧急转移群众保障一日三餐

7月14日上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从内江城区出发，驱车前往杨家
镇。沿途看见河流水位上涨明显，多个
塘库水位接近临界点甚至决口，有路段
出现山体垮塌，工人正在清理。

上午10点10分，记者抵达杨家镇时，
场镇大部分低洼地带已被洪水淹没，被
转移群众集中在地势较高的杨家镇政府
和附近安置点。

镇政府一楼会议室坐着30多位群
众，67岁的陈翠芳家住杨家镇中心校附
近一栋5层居民楼。14日凌晨2点，睡梦
中的陈翠芳被楼下社区干部喊醒，她和
家人赶紧下楼，此时大水已经涌入一楼
商铺。

事实上，13日晚上11点过，当地就开
始组织转移群众。杨家镇武装部部长、
副镇长唐悟谜介绍，最先转移的是地灾
隐患点、危房、低洼地带的居民，然后扩
大到沿大清流河区域的居民区。直到14
日早晨，人员转移方才结束，不少干部职
工一夜未眠。接着，镇上又筹集方便面、
面包等生活物资，确保被转移群众一日
三餐。

截至14日中午12点，杨家镇共转移
582户1409人。下午2点过，洪水逐渐消
退，当地快速组织人员清淤。

独居老人被困
村干部用拌桶当船成功救援

在转移过程中，发生了不少暖心的

救援故事。
杨家镇金银嘴村，70多岁老人李

顺元独居在家，因为年老耳背，14日凌
晨2点，当村小组长呼喊转移时他没听
见。凌晨4点过，金银嘴村党总支书记
王永征得知李顺元还在家中，赶紧组织
营救。

当救援人员靠近李顺元家时发现，2
层楼房已经快被洪水淹没。“我喊他把床
立起来，然后想法爬到房顶。”王永征
说，村民们找来农村打谷子用的拌桶当
作救援船，系上绳子，然后由两名会游泳
的救援人员推着拌桶游过去。将李顺元
搀扶到拌桶里后，对岸的村干部再往回
拉绳子，将老人顺利营救出来。由于地
势低洼，水深四五米，整个救援过程持续
了1个多小时。

杨家镇关帝庙附近，一对老夫妇起

初不愿意转移，执意留在家中。洪水不
断上涨，14日凌晨5点过，一楼被淹，他们
赶紧跑到2楼等待救援。杨家镇镇长樊
泽和杨家镇派出所民警一起前往救援，
此时积水最深处已经超过1.6米。救援
人员冒险蹚水过去，搭上扶梯，把二人救
下来，送到安全区域。

救援队员“以腿作梯”
方便被困群众登上橡皮艇

14日中午12点，在田家镇文化社区
和四方村交界处，救援人员正乘坐橡皮
艇和冲锋舟转移被困群众。记者通过
航拍镜头看到，场镇一片汪洋，大部分
房屋底楼都被洪水淹没，不少车辆浸泡
在水中。

内江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支队队员
吴代忠和队友们趁着休息间隙，吃着小
面包充饥。当天早晨7点半，这支10个人
的队伍携带救援船只来到田家镇，已转
移群众30多人。

谈及救援过程，吴代忠说没什么
特别惊险的。只是有些地方，橡皮艇
靠近楼房时，受困者不便上船，吴代忠
便弯曲右腿作梯子，让群众踩着他的
腿上船。说这话时，吴代忠的表情十分
自然。

不一会儿，冲锋舟载着几名受灾
群众到达浅水区域，一旁等候的田家
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副队长林超走上
前，将一位老婆婆背下来，蹚水走到安
全地带。

田家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14日下午5点，田家镇共转移受灾群众
200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居住在一二楼
的居民。截至发稿时，当地正根据水位
情况，采取相应的救援措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黄晓庆
摄影报道

农具拌桶当船用 村干部洪水中救出7旬老人
暴雨袭内江，两镇紧急转移群众3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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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陈远扬）7月
14日，记者从资阳市防汛办了解到，7月
13日7时至14日7时，当地出现一次强降
雨天气过程，主要降水区域为安岳大
部、乐至东部、雁江东北部，雨量为暴雨
到大暴雨，局部地方特大暴雨。

其中，资阳全市119个雨量站点中，
雨量100到250毫米41站，250毫米以上3
站，分别为安岳通贤303.0毫米、兴隆
295.9毫米、天林279毫米。最大小时雨
强为安岳林凤大坡71.2毫米，出现在13
日17时至18时。

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安岳境内部分
河流水位上涨。其中，小清流河元坝水
文站，14日5时30分洪峰水位达338.57
米，超保证水位1.77米，随后开始缓慢回
落。姚市河姚市水文站，14日7时，洪峰
水位268.78米，超保证水位0.28米。同一
时间，龙台河白水乡水文站水位257.37
米，超警戒水位0.17米，低于保证水位
1.23米。此外，安岳县24座水库超汛限，
其中关刀桥水库超汛限0.65米，以175立
方米/秒速度泄洪排险。

面对险情，当地迅速采取措施转移
疏散群众，截至14日7时，安岳县25个乡
镇避险转移群众234户559人，未出现重
大险情和人员伤亡情况。

同步播报

24小时最大降雨量303毫米
安岳避险转移群众559人

四川眉山和广东惠州，两地相距
1600公里。因为东坡和荔枝，两地的
距离近了。

当苏轼故居三苏祠的荔枝，遇上来
自“功业之所”惠州的荔枝，会碰撞出怎
样的火花？7月13日，在荔枝成熟之际，
惠州市博物馆（惠州苏东坡祠）联合眉山
三苏祠博物馆，在东坡祠德有邻堂门庭
开展“东坡品荔会”。

“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
归。”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苏东
坡回眉山服丧期间，曾与友人一起在家
中栽下荔枝树，并与其相约，待荔枝红了
他便回家。谁曾想，家乡三苏祠的荔枝

树守望千年，但它的主人一去不能回。
“当年苏东坡被贬惠州时，已近六

旬，囊中羞涩，北归无望，正是人生绝望
之时。”惠州市旅游协会副会长李好说，
苏东坡到了惠州后，时任惠州太守詹范
仰慕和欣赏他的人品和才华。1096年，
还特意邀请他到府衙去吃荔枝，当时这
棵荔枝是原太守陈尧佐种的，树龄已近
百年。“从种种待遇来看，当时惠州的官
民都是很敬重东坡先生的。东坡先生把
这种家的感觉寄托在荔枝上，进一步表
达了心安之处便是吾乡。”苏东坡家喻户
晓的那句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
岭南人”，就是在惠州市中心，如今的惠

州市中山公园一带写的。
活动现场，精心准备的惠州荔枝与

来自四川眉山的荔枝，成为连接古今的
甜蜜使者。领导嘉宾围绕东坡文化、旅
游、饮食、产业发展、研学、东坡粉丝大
会等话题展开讨论，吸引了不少游客驻
足聆听，并在现场品尝到了鲜甜可口的
荔枝。

“原来，东坡在惠州写下了十余首关
于荔枝的诗词文章，想必荔枝也是他决
定在惠州终老的一个重要因素。”眉山
市民刘美莉认为，在东坡祠这样充满文
化底蕴的地方，品尝着甘甜的荔枝，深
刻感受到了东坡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惠

州人民的热情好客。
惠州市博物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

钟雪平表示，希望以荔枝为媒，传播东坡
寓惠文化，将东坡寓惠文化推向全国、走
向全世界，让世界了解东坡、了解惠州。

钟雪平透露，按照惠州市委市政府
提出深挖惠州东坡寓惠文化要求，在主
管部门指导下，惠州市博物馆将充分利
用场地资源，深挖东坡寓惠文化，开展各
类文化惠民活动，提升惠州苏东坡祠纪
念馆对外开放服务品质，以更好的状态
迎接全国各地的观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庆王越欣

▲ 内江市东兴
区田家镇救援人
员背老人到安全
地带。

◀ 内江市东兴
区田家镇场镇被
洪水围困。

防汛抢险聚焦

荔枝熟了！来苏东坡祠感受眉山惠州的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