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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进，人进！

7月11日晚8点，暴雨如注，雷电交加。
长江九江水位高达 22.61 米，高过坝

面 20多厘米，洪水不断往上涨，一个浪头
打过来就可能洪水漫堤。

51岁的江洲镇江洲村村支书余乃胜
站在堤坝外的江水中，用后背挡住风浪冲
击，双手接过递来的沙袋，弓着身子加固子
坝，雨水顺着脸颊直往下淌。

那晚，余乃胜和40多个同村人一宿没
睡，愣是用1米高的子坝，挡住了肆虐的洪
水。“这1米，就是我们的生命线。”事后，余
乃胜等人仍心有余悸。

与洪水搏击的决心，源自对水患的刻
骨铭心。

22 年前的 1998 年，同样是一个暴雨
之夜，肆虐的洪水撕开了在21米以上的高
水位里浸泡了39天的江新洲大堤，一夜间
房倒田淹，数万人的家没了。翌日清晨，地
势较高的南堤上，不少转移出来的村里人
静静地站在那儿，看着被淹没的家园，无可
奈何。

从那之后，江新洲变了。
江洲镇党委书记陈世超说，之后每届

镇党委都把改善水利设施放在重中之重，
堤坝逐年加固，警戒线更是从20米降低到
19.5米，为的就是能够早做准备，与洪水抢
时间。

长江水位持续上涨。早在 7月 4日，
洪水一过 19米，按照省市的防汛部署，镇
里就启动了应急预案，7月 5日所有大堤都
做好了清障打桩、安装电灯等准备。

“汛期还没到，就备好了沙石、编织袋
等防汛物资！”52岁的江洲镇蔡洲村村民
左自强回忆说，过去大水来了，才会过江运
物资。有一次实在来不及，大家就从家里
拿出 10余袋、每袋重 180多斤的蚕豆，一

袋一袋往水里丢，那可是刚刚从地里收上
来的。

水进，人进。与洪水缠斗多年，堤坝在
“生长”，防汛机制在“改善”，人的勇气与韧
劲在“磨砺”——

7 月 12 日，长江九江水位达到 22.81
米，高过坝面 40多厘米，不少老人都觉得

“这次又要悬了”，可洪棉雪偏偏不信邪。
面对担心，面对堤坝上冒出的一个又一

个渗漏点，洪棉雪铁了心要和洪水斗。他用
父亲教过的老办法，子坝外再加一道坝，同
时创新做法，在漏水处填上子坝一半高的
泥沙，有效处置了险情，挺过了艰难时刻。

“这么高的水位我们坚持了 13 个小
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陈世超说。

堤在，家在！
7月 13日，江洲渡口。
从市区开往岛上的轮渡一靠岸，数以

百计的摩托“铁骑”、车辆蜂拥而下。
孤岛防汛，最缺的是人。江新洲常住

人口约 7000人，很多人都外出务工，岛上
实际可用劳动力不足千人。“江洲儿郎，汛
情紧急，家乡盼你回家支援。”面对罕见洪
水，7月 10日，当地不得已发出一封情真
意切的防汛“家书”，号召青壮年游子返乡
抗洪，守卫家园。

团洲村村民余海松供职于上海一家水
利公司，在手机上看到这条消息，心里一
揪，第一想法是回家，但又担心公司业务繁
忙不肯答应，心中忐忑不安。在得到公司
肯定的答复后，余海松只带了几件换洗衣
服，立刻冲到了火车站。

没有买到高铁动车票，就坐十几个小
时的慢车。7月 15日，他到达九江时已是
晚上 10 点，第二天坐最早的一班轮渡上
岛，家都没回，直奔北堤。

“先回家再上堤，得绕10多公里，我不

想把时间耽误在路上。”余海松说。
问及为何不远千里返乡防汛，他说：

“22年前江新洲破坝，洪水冲毁了我的家，
每每回想这段遭遇，就锥心地痛。”

堤在，家在。对多次遭遇洪水漫灌的
江新洲人来说，对家的眷恋尤为强烈。

“当年破坝，整个江新洲花了 10年时
间才恢复元气，我们再也不想当‘难民’了。”
56岁的装修工人王南桥说，自己年轻时就和
父辈们一起挑土筑坝，付出了多少血汗，经
历了多少困苦，才有了今天的家园。

“500元一天的工钱不赚了，我要回去
守大堤！”王南桥说。

江洲镇官场村村民邹巧玉喜欢和村里
姐妹跳广场舞，但后来由于不少人陆续搬
到了市区居住，一年到头很难凑齐。今年
防汛，她惊讶地发现，许久未见的姐妹们都
回来了。

最困难的时候，邹巧玉和十多个姐妹
组成增援队，哪里人不够就去哪里。“一般
的防汛，我们只负责在家做饭。但这次不
一样，人手太紧了。”邹巧玉说，一包沙子四
五十斤，一人扛不动就两人抬。

在江新洲最吃劲的几天里，全岛回来
了 4000多名青壮年。大家顶着大雨日夜
奋战，或巡堤查险，或装沙垒坝。饿了，就
随便扒两口；困了，就躺在哨所眯一会儿，
拼尽全力只为把家守住。

1998年 9月，江新洲南堤的安置大棚
里，一个女娃呱呱坠地，父母给她取名“志
江”；在洪水中出生的志江，今年刚大学毕
业，二话没说便扛起铁锹上了大堤。

心齐，无惧！
68岁的梅俊洲是后埂村的老支书，近

半个月来每天在 1.5 公里长的堤段上走 4
个来回巡堤，步伐慢不是因为腿脚不便，而
是想看得更细。

他说，每到汛期都是自己压力最大
的时候，到了夜里两三点都睡不着，闭
上眼睛都是堤坝。当了 20 多年的村干
部，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村里有人说
梅俊洲是“憨巴”，他自己却觉得还有更

“憨”的。
时间拨回到 22 年前，梅俊洲依然记

得，为了堵住洪水冲刷坝体形成的涵洞，保
住村民生命财产安全，13名镇、村干部推
着一艘渔船二话没说就跳了下去，没承想
遇上漩涡，一下子连船带人全卷了进去。
当时大家都以为人没了，幸好被冲到附近
田地里，捡回了命。

在那之后，梅俊洲逐渐成为一名熟知
险工险段、懂得紧急处置险情的“大坝医
生”。他说，经过干部群众多年的付出，这
段土坝成了守卫百姓的“福坝”。

心里装着人民，行动才能义无反顾。
7月 12日，由于长江水位居高不下，柴

桑区江洲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根据应急预
案，果断发布通知，全镇老幼病残必须全部
转移。

转移过程中，一些独居老人放心不下
家中电器，后埂村现任村支书周衍胜二话
没说，光着膀子就把近百斤的冰箱驮在背
上，搬上了二楼。

柴桑区委书记骆效农感慨地说，对老
百姓有求必应，老百姓才能相信我们。仅
一天时间，江新洲就转移出两千多人。

“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
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20多年前，一首讴歌人民子弟兵抗洪抢险
的歌曲传唱大江南北。

时空变幻，又逢大汛，在战士们当年踏
过的堤坝上，新一茬年轻子弟兵再次奋不
顾身。

装填600方沙土，两万八千多个沙袋，
抢筑 960多米长子堤……11日雨夜，武警
九江支队教导队代理排长孟德帅和 50名
年轻战士，争分夺秒、奋战一宿，江新洲北
堤坝面最低的九洲段挡住了洪水漫堤。

“把最难最险的堤段交给我们，这是百
姓对我们的信任。”孟德帅说。

在40多公里长的江新洲大堤，从各地
开赴而来的1500多名战士日夜坚守；在赣
鄱大地，截至 7月 18日 19时，全省累计投
入抗洪抢险人力206.24万人次……

17日上午，“长江二号洪水”在上游形
成。18日中午 12时，长江九江水位 22.17
米，仍超警戒线 2.17 米，防汛形势依然严
峻，战斗在继续。

27 岁的张恒是新洲垦殖场村民，曾
在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服役。洪水来袭，
内涝严重，家被水围住了，张恒每天用船
推着行动不便的父亲蹚水走出来，一起
巡堤查险。

防汛间隙，不经意间看到堤坝上飘
扬的五星红旗，张恒总会挺直腰杆。他
说：“过去扛国旗，如今扛沙袋，为的都是
一个家。”

新华社江西九江7月19日电

鏖战江新洲
新华社记者 余贤红 黄浩然 刘夏村

暮色苍茫，江新洲江水环
伺，如一叶扁舟孤悬长江，在
汹涌的洪水中飘摇。

历史上，九江江新洲每逢
大汛必罹水患。今年 6 月下
旬以来，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
来水影响，江新洲水位持续上
涨，汛情告急。4000 江洲儿
郎闻“汛”而归，1000 余名人
民子弟兵开赴一线，传承着生
生不息的抗洪精神。

入夜，一身迷彩服的江洲
镇柳洲村村支书洪棉雪站在
坝上，粗糙的手里攥着一把自
制木尺，如战士紧握着钢枪，
看着浑浊的洪水一点点往下
退。“保住堤就是保住了家，这
是我们江新洲人的信念！”

防洪堤旁，正在忙碌抗洪的下士
鲍荣顺，转身间，瞥见父母站在身边。

“我第一反应是眼花了！爸妈怎
么会出现在到这里？”鲍荣顺说，定眼
再看，没错！就是爸爸妈妈！

那一刻，儿子先是惊喜继而内
疚：奔赴抗洪一线，为了不让父母担
心，鲍荣顺没有告诉他们。

那一刻，母亲的泪珠滑落脸颊：
看到滔滔江水边，满身泥泞奋力扛沙
袋抗洪的儿子，作为父母，谁又能不
心疼呢？

受持续强降雨和长江中上游来
水影响，安徽省长江干流全线超警戒
水位，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几天前，
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闻“汛”而动，增
援安徽抗洪。鲍荣顺所在的该旅合
成三营火力连，被派往枞阳县防洪堤
执行抗洪抢险任务。

家住合肥市的鲍旭东和苏玉梅，

最近常看电视新闻了解灾情。前几
天，在抗洪一线的新闻画面里，他们
意外看见了儿子鲍荣顺的身影！

“画面一闪就没了，起初以为看走
眼了，后来点播回放才确定没错。”鲍
旭东说，那个原来在家时，家务活都不
会干的儿子，如今满身泥泞扛沙袋。

17日天还没亮，久不能寐的苏玉
梅摇醒了丈夫：“走！看孩子去！”两
人给儿子和战友们买了矿泉水、方便
面、牛奶，塞满后备厢。一路颠簸，到
达枞阳县。一路打听，总算找到了部
队在枞阳宿营的小学。

来到抗洪抢险现场，在众多身影
中，苏玉梅很快就看到了儿子。看到
儿子扛起一袋沙土转过身的那一刻，
她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

腼腆的鲍荣顺不怎么说话，不停
地用纸巾给妈妈擦眼泪。父亲看似
坚强，回过头的时候也偷偷抹眼泪。

“鲍荣顺是连队副班长，班长因
事不在连队，鲍荣顺代理班长工作。
他带领班里几名战士冲在抗洪一线，抢
最辛苦的工作干，是抗洪的排头兵。”指
导员刘启对鲍旭东和苏玉梅说。

听说儿子表现优秀，母亲脸上露
出了笑容，父亲也笑了，坚持要替儿
子扛沙袋，一回又一回。一旁，母亲
拉着儿子的手，原本想好的千言万语
却不知从何说起。

抗洪现场不便久扰，加之鲍旭东
接到电话，作为货车司机的他，要赶
回去为灾区运送抗洪物资。父子俩
都在为防汛抗洪出力。

大家挥手告别，这次特殊的“团
圆”，勉强刚够10分钟。

车子启动了，母亲降下车窗，朝
儿子挥手。鲍荣顺挥挥手，又急忙扭
过头去——这次，儿子落泪了。

据新华社合肥7月19日电

应急管理部：

洪涝灾害已致
2385.7万人次受灾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记者 魏玉坤）记者19日
从应急管理部获悉，7月以来，洪涝灾害造成江西、安
徽、湖北、湖南、重庆、贵州等 24省（区、市）2385.7 万
人次受灾，31人死亡失踪，203.9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

据应急管理部统计，7 月以来，洪涝灾害已造成
1.6万间房屋倒塌，15.1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
灾面积 2478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 643.9亿元。与近
5年同期均值相比，紧急转移安置人次上升 53.6％，因
灾死亡失踪人数、倒塌房屋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分别
下降82％、78.3％、5.9％。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当日召开防汛救灾工作专
题会商会议，要求完善灾情汛情分析报告机制，提
升汛情综合信息研判能力水平；进一步科学精准调
派力量，提前预置救援力量；进一步加强防汛物资
保障，建立防汛救灾物资会商研判机制，强化救灾
物资需求研判、快速调配、仓储保管等工作；进一步
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完善转移安置应急预案。

两部门发文推进债券
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记者 吴雨 刘慧）记者 19日从中
国人民银行获悉，人民银行、证监会近日联合发布公告，同意银
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相关基础设施机构开展互联互
通合作。待债券跨市场发行与交易的“道路”修通后，将进一步
便利债券投资者，促进资金等要素自由流动。

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有力支持了实体
经济发展。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债券市场托管余额107.8万亿
元，公司信用类债券托管余额 25万亿元，成为仅次于信贷市场
的实体企业融资第二大渠道。

不过，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之间，一直缺
乏债券跨市场发行与交易的机制安排，相关基础设施也未互联
互通。为进一步便利债券投资者，促进我国债券市场高质量发
展，人民银行、证监会近日联合发布公告，同意银行间债券市场
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相关基础设施机构开展互联互通合作。

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此次两个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具体分为交易前台连接和托管结算后台连接两个部分。一
方面，外汇交易中心与沪深交易所交易平台建立高效系统连接，
提供交易服务；另一方面，中央结算公司、上海清算所和中国结
算两两互相开立名义持有人账户，建立高效系统连接，支持合格
投资者实现“一点接入”交易结算。

公告明确，人民银行、证监会将加强监管合作与协调，共同
对通过互联互通开展的债券发行、登记、交易、托管、清算、结算
等行为实施监督管理。

国家卫健委：

18日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16例
其中本土13例均在新疆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9日通报，7
月 18日 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3例（广东 2例，
山东 1例），本土病例 13例（均在新疆）；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
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7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212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84例（其中重症病例 3例），现有疑
似病例 3例。累计确诊病例 2007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1923
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7月 18日 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251例（其中重症病例3例），累
计治愈出院病例 78775例，累计死亡病例 4634例，累计报告确
诊病例 83660例，现有疑似病例 4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771589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6925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
症状感染者42例（境外输入12例）；当日无转为确诊病例；当日
解除医学观察 4例（境外输入 2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
者147例（境外输入87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2277例。其中，香港特
别行政区 1777例（出院 1274例，死亡 12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46例（出院46例），台湾地区454例（出院440例，死亡7例）。

防洪堤旁10分钟的“团圆”

土星21日“冲日”
公众可睹“指环王”风采

新华社天津7月19日电（记者 周润健）继 7月 14日太阳系
的“大个子”木星“冲日”后，有着“指环王”美誉的土星也将在 7
月 21日上演“冲日”好戏，公众凭借肉眼或小型天文望远镜可一
睹土星的靓丽风采。

土星是夜空中最美丽的星球之一，它是肉眼易见的大行星
中离地球最远的。用肉眼看来，它呈现为一个明亮的淡黄色的
天体；在望远镜中，其外形像一顶草帽。

天津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李梅丛介绍说，当土星、地球和太
阳大体在一条直线上，地球位于二者中间时，称为土星“冲日”。

“冲日”前后，土星离地球最近，亮度也最高，是观测的最佳时
机。而此次“冲日”恰逢农历六月初一，无月光影响，因此土星显
得分外明亮，肉眼清晰可见。

“今年‘冲日’时，土星在人马座天区逆行。当天太阳落下后
土星就会从东南方天空升起，子夜时分到达正南，日出时在西方
落下，整夜可见。”李梅丛说。

同为巨型气体行星，土星比木星暗得多，但是土星的受关注
程度丝毫不亚于木星，这是因为它拥有宽阔而美丽的光环。

“土星光环每隔15年‘消失’一次，但并不是真的‘消失’，而
是由于光环很薄，一旦环面与我们视线的方向平行，那么，光环
就会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目前，正处于土星可见光环环面
减小的过程，到 2025年左右会完全‘消失’。因此，现在我们还
是能够看到很大的环面。”李梅丛说。

据了解，土星的公转周期是 29.5年，会合周期是 378天，也
就是 1年零 13天。因此，土星“冲日”的日期每年比前一年推迟
13天左右。

全力以赴 防汛抗洪

7月19日在滁
河流域全椒县荒草
二圩拍摄的被爆
破。当日凌晨3时
许，接连两次震耳
的爆破声后，安徽
滁河大堤破开两
处缺口，浑黄的滁
河水涌入堤内的
荒草二圩和荒草三
圩蓄滞洪区，顷刻
间绿野变成汪洋。
这是继18日启用
东大圩蓄洪区后，
安徽又启用的两处
蓄洪区。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在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江新洲的防洪大堤上，防汛人员在搬运沙袋，加固
堤坝，他们中大部分是主动返乡参与防汛人员。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