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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鲁作炳 罗彬） 7
月 4 日凌晨， 我县抱龙镇遭遇大暴雨袭
击，并引发洪涝灾害，造成 3 栋房屋垮塌，
部分道路受损。 目前，受灾群众已全部得
到妥善安置，正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当天下午，多数转移避险群众已返回
家中，开始进行清淤等灾后恢复工作。 谈
起此次灾害，不少群众仍心有余悸。 抱龙
镇洛阳村村民王业洪告诉记者：“6 点多的
时候，水差 1 米多就要翻桥了，真正大水
来的时候在 7 点 10 分至 20 分左右，就已

经平到公路，在 7 点半的时候，整个大水
已经到了公路上，有 1 米多高了，政府干
部都来了，都来排查安全，该转移的转移，
用中巴车拖出去的拖出去。 ”

正在清理家中淤泥的抱龙镇洛阳村
村民万大琼，也向记者介绍了当时他家中
的情况：“我们这儿低些，水就进屋里面去
了，给我把冰箱都冲倒了，外面派出所的
那些都来得很早，都提醒我们，不让我们
进里面去，叫我们要到那儿去避险。 ”

据了解，此次灾害中，抱龙镇共转移

避险洛阳、庙梁、紫鹅等村村民 500 余人。
目前，3 户房屋垮塌和 2 户房屋严重受损
的 17 名群众， 临时安置在抱龙镇江龙酒
店。

据了解，在此次暴雨导致的洪涝灾害
中，我县各级党委政府、各相关部门提前
预警、及时应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为加
快灾后恢复工作，当地政府安排了铲车等
机械设备帮助群众清除淤泥、 杂物等，道
路恢复、临时安置群众的生活保障、受灾
情况核实统计等各项灾后工作也正有序

开展。
抱龙镇党委书记郑中原介绍说：“今

天早上 6 点钟左右，我们全体干部第一时
间到达受灾点，启动应急预案，开展排查、
巡查巡防、组织抢险救灾……目前，受灾
群众均已得到妥善安置，接下来，我镇将
积极开展灾后自救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的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

暴雨致抱龙 3 栋房屋垮塌

受灾群众生产生活正有序恢复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通讯员
刘妍汝） 7 月 4 日凌晨， 我县突降暴雨，
江南片区抱龙镇境内河水水位暴涨，沿河
两岸部分房屋受损， 部分山体出现滑坡，
洛阳村等村庄群众急需转移， 形势危急。
县交通局闻“汛”而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措施。 就近调动 2 辆客车在 20 分钟赶赴

现场开展转运工作，并出动应急抢险车辆
5 台次、公路养护人员 50 余人次，清理道
路零星坍塌和路面障碍。

截至 7 月 4 日 17：20，共转运 11 车次
205 人，全部受灾群众转运到安全地带，损
毁路面修复、 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基本完
成。

汛期期间， 县交通局多次召开会议，
提前研判险情， 成立汛期应急工作专班，
制定应急措施。 县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准备
了 30 台应急车辆用于应急运输， 并加强
驾驶员汛期应急培训，督促企业视情况采
取停运等熔断避险措施。 县公路事务中心
提前准备机械和物资，成立应急保障抢险

队伍， 分布于各线路和灾害易发区域，设
备操作人员及应急抢险人员处于待命状
态，以应对大型突发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
组织抢险。

交通局：闻“汛”而动 保障汛期交通安全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文 /
图） 7 月 4 日 0 时至 12 时， 全县普
降大到暴雨， 其中笃坪乡累计雨量
134.9 毫米，达到大暴雨级别，为全县
累计降雨量之最。

强降雨导致该辖区内道路出现

不同程度受损、堵塞，为全力保障雨
后道路畅通，笃坪乡党委政府及时组
织全乡干群 100 余人次，安排 2 台挖
机、2 台铲车， 对受损道路进行抢通，
截至到记者发稿时，已抢通 6 处堵塞
路段，清理塌方体 2000 多立方米。

笃坪乡：积极开展雨后排危除险清淤保畅

抢通淤堵道路现场。

本报讯 （记者 卢先庆 文 / 图） 6
月 27 日， 放暑假后的第一天， 下午四点刚
过，11 岁的段茹韵就来到骡坪镇路口村服
务中心的阅览室，翻看起儿童读物来。 与她
一样， 一会儿就陆陆续续来了五六名孩子，
在这里做起了暑假作业。

宽敞明亮、安静舒适的环境，与孩子们
专心作业的场面，在村里成了一道靓丽的风
景。

村里有了留守课堂
路口村是骡坪镇的一个普通小村。全村

仅 955 户 2550 余人。近年来，年轻人外出创

业，老人在家带孩子成了常见的情况。
“我们村的留守孩子有 50 多人，其中 4

岁到 12 岁的就有近 30 人。 ”村党总支部书
记朱丹告诉记者，走访中，他们发现，农村老
人大多数文化程度低，而且年老体弱，带孩
子很不方便。 加上部分家长就近务工，每天
要下午 5 点多才能回家，部分孩子在家无人
看护。

2022 年， 路口村的村级服务中心修起
后，朱丹决定利用村阅览室，打造一个让孩
子们来学习游玩的场所。

于是， 他们充实了 100 多册儿童读物，
并拿出村里的 1 亩稻田，建起了暑期兴趣课

堂。
“每天下午 4:30 到 6 点左右，平时有 10

多个孩子，多的时候有 20 多人。”朱丹说，今
年暑假开始第一天，村里的“四点半课堂”也
正式上课了。

村干部成了辅导员
“读书时，身子要端正，声音要读出来

……”
走进阅览室， 空调机运行到合适的温

度。 29 岁的村干部杨玲正在辅导孩子们的
作业。 在村里，她与其他 4 名大专学历以上
的村干部，兼职成了“临时老师”。

“四点半课堂”开课后，他们除了开展日
常的课后作业辅导外， 还通过定期开办科
普、乡土文化特色活动，丰富农村儿童的学
习生活，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同时，还开展
安全常识、文明礼仪知识等宣传教育活动。

“我们的目的，就是给农村儿童营造健
康、快乐的生活环境，也让出门在外创业的
父母不再担心留守在家的孩子。”杨玲称，除
了村干部主动担任辅导任务外，其他年轻党
员和志愿者也纷纷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来。

现在的路口村，不仅有了孩子们的“四
点半课堂”， 还有了一支热心关爱留守孩子
们的志愿队伍，用爱和陪伴为留守儿童打造

“第二课堂”。

孩子在这里放心
8 岁的代晨曦每天下午的第一件事情，

是带着 5 岁的妹妹到村里来写作业、 看书，
他和小伙伴们一起写作业、做游戏，收获了
很多快乐。

小晨曦的父母常年在江苏上班，从 1 岁
起就由爷爷代仕国照顾。 自从有了“四点半
课堂”，他成了这里的常客。

开始，代晨曦的爷爷不放心，便偷偷跟
来。看到孩子们快乐开心的样子，他放心了，
竖起大拇指点赞。

同样， 村民向承美与 10 岁的女儿一起
来参加“四点半课堂”后，终于下定决心再次
出门务工，“有村干部带着，孩子在这里很放
心。 ”

如今，充满爱心和温度的“四点半课堂，
已成路口村的一张新“名片”，得到了广大村
民的一致拥护。

“我们将积极推广这种模式，努力化解
农村留守儿童无人带、无人管的问题，呵护
留守儿童阳光快乐成长。 ”骡坪镇负责人如
此说。

骡坪：留守孩子有了“四点半课堂”

路口村的孩子们在“四点半课堂”认真读书写作业。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通讯员 余
以俊） “孩子，你们一定要好好上学，其他
的你不用担心，我会资助你们一直到大学毕
业……”7 月 3 日，北京籍爱心人士李沛桐在
骡坪镇和平村刘娇娇家里走访时对她说。

据了解，还是今年 6 月，三峡社工及和
平村巾帼志愿服务队了解到，刘娇娇、赵红
梅等 5 名孩子今年都将初中毕业，下学期即
将进入高中，但由于家庭原因而面临辍学。

李沛桐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现在北京
经营一家传媒公司，同时还是环球夫人大赛
中国区副主席。 去年， 李沛桐来巫山参加
2022 年度首届巫山女性文化旅游嘉年华暨
第 25 届环球夫人大赛分赛区总决赛， 在三
峡社工的牵线搭桥下，李沛桐号召环球夫人
们在巫山设立了“华实会助学基金”，专为巫
山困境小学生提供持续助学支持。 2022 年
度，他们就资助了 10 名小学生。

当这次了解到刘娇娇、赵红梅等 5 名孩
子的家庭情况后，7 月 2 日，在志愿者的带领
下，专程从北京赶过来的李沛桐一行对 5 名
孩子家庭进了实地探访。 于是，她决定资助
这 5 名孩子上学。“只要孩子们愿意学习，我
会一直资助他们，直到孩子们大学毕业。 ”李
沛桐表示。

面对爱心人士的资助， 孩子们非常感
谢，并表示决不辜负李阿姨的期望，一定好
好学习，今后步入社会后，也将这份爱心接
力棒传承下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李沛桐除了助学以外，还身体力行，以志愿者的身
份走进巫山的乡村，参加三峡社工、乐和社工组织各类
公益志原服务活动，帮助留守妇女，开展助老服务等。她
以自已的实际行动， 影响到身边更多的人参与巫山公
益、关注巫山公益。现在，她已经成为巫山公益的爱心宣
传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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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向开伟 鲁作炳）
7 月 4 日，抱龙镇遭遇大暴雨袭击，造成当
地洛阳村、庙梁村 3 户房屋垮塌，2 户房屋
严重受损，30 多户房屋进水被淹。

灾情发生后，当地党委政府立即启动
应急救灾预案。 目前，被淹房屋的清淤工
作将于 7 日晚结束，水电等基础设施也已
全部恢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正在
有序恢复中，垮房户也已妥善安排，即将
选址重建房屋。

4 日 11 点，我县一家保险公司的工作
人员来到庙梁村 3 户村民房屋垮塌的现
场，拍照留存资料，开展保险理赔工作。 从
2018 年开始， 我县就为全县群众购买了

“巨灾保险”，此次房屋垮塌和被淹的所有
受灾户，都在“巨灾保险”的承保范围之
内。

“今天我们来现场就是核查损失，收
集理赔资料，就是要把所有资料上传到我
们的理赔系统，进行核算。 明天赔款就会
支付到每户的银行账户上。 ”保险公司负
责人毕伟说。

此次洪灾共造成抱龙河两岸 30 余户
农户被淹，在受灾严重的洛阳村，当地村
民正在自发的开展生产生活自救，清理被
淹的房屋和日常生活用品，晾晒被水淹后
的农户品、生活物资。 由抱龙镇平安办和
专职消防员组成的清淤工作队，夜以继日
持续开展工作，正在给最后一户村民清理
屋内的淤泥，整个受灾农户家的清淤工作
将在今晚全部结束，后期的疫情防控消杀
工作也已同步启动。

“从 7 月 4 日水位消退后，我们平安
办和抱龙镇专职消防队员， 有 20 几个工
作人员就一直持续在一线， 为老百姓清
淤，大概清淤 20 至 30 户，到昨晚 11 点，
群众基本恢复了生产生活。 ”抱龙镇平安
办主任、专职消防员吕丹介绍，7 月 4 日中
午洪水开始消退后，抱龙镇立即组织工作
专班，调动各方力量，统筹协助村民恢复
正产生产生活。 在当地部门的努力下，当
晚就及时恢复了供电，7 月 5 日供水全面
恢复， 村民的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有序恢
复，情绪稳定。

洛阳村受灾村民胡梅说：“消防的、安
监的都来帮忙， 帮到清除屋里的淤泥，消
防车拉的水帮我们将屋里泥巴浆冲出来
了，现在主要是进行最后的抹、扫。 ”

根据抱龙镇地质灾害防治救援工作
组的安排，目前 3 户垮房户和 2 户房屋严
重受损的 24 名受灾群众， 被临时集中安
排在当地一家宾馆，当地政府已经给每户
拨付了一笔临时租房费用，同时将统筹各
项优惠政策和救助资金，帮助这 5 户将重
新选址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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