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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之后逢大汛，受灾群众的安危冷暖

牵动人心。当前防汛进入“七下八上”关键

时期，重点地区汛情持续发展，受灾群众是

否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如何确保应安置尽

安置，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记者对此进行

了采访。

受灾群众安置现状如何？
长江三峡水库17日10时入库流量涨至

5万立方米每秒，“长江 2020年第 2号洪水”

形成！

淮河干流王家坝闸 20日 8时 32分开闸

泄洪！

洞庭湖再次进入全面超警戒状态，水位

仍在上涨！

……

据应急管理部统计，截至 22日，洪涝灾

害已造成 4552.3万人次受灾，142人死亡失

踪，320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

洪灾带来的伤痛，唯有用妥善的安置与

后续的帮扶来抚慰。洪水滔滔，受灾群众如

何转移、怎么安置，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

重要考题。

江西在南昌、上饶等地开设超百个集中

安置点，并从调查摸排、加强物资保障等方

面提出明确要求，目前灾区安置点整体秩序

良好；

安徽派出多个工作组深入集中安置点

开展督导检查，督促灾区政府落实属地管理

责任，保障好安置群众基本生活；

湖北强化救灾物资调配，采取“四不两

直”方式对防汛重点区域开展督导，部分地

区还印发转移安置应急处置导则，指导协调

做细做实安置工作。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副司长

杨晓东介绍，根据最新调度情况，受灾群众

大多数已通过投亲靠友方式得到妥善安置，

少部分由政府通过借住公房、学校以及搭建

帐篷等进行集中安置，基本生活均得到了有

效保障。

物资保障情况怎么样？
“这里包吃住，在村部食堂就餐，伙食不

错。”记者在湖南省桑植县凉水口镇茶园塔

村阳光院看到，村民黄赐忠老人正和“邻居

们”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

湖南四大水系之一的澧水，穿过桑植县

城。桑植县今年已遭受多轮强降雨的袭

击。19日清晨，新一轮强降雨造成河水暴

涨，桑植县城河段发生超警戒水位的洪水，

不少地势低洼处的民居进水。

在暴雨来临前，黄赐忠和村民们接到通

知，由村里统一安排车辆，送到安置点避

险。居住在附近地质灾害隐患点的65人，有

29人被集中安置在阳光院，另外 36人选择

投亲靠友。

“这里有饭吃、有房住、有物资，我们安

心住，等洪水过去，接到通知再回家。”黄赐

忠说。

有了地方安置，还要有饭吃、有水喝、有

床睡觉，受灾群众的物资保障工作不容马

虎！

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向广西、安徽、江西、贵州、湖南等省

份快速调拨 1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包括 1.1
万顶帐篷、1万床棉被、3.8万床毛毯、3.5万
床毛巾被和 3.6万张折叠床等，有力支持了

地方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针对部分安置点物资保障不充分、管理

不规范等问题，应急管理部前方工作组进行

了重点检查，并及时提出整改建议，督促灾

区政府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

“当前，各地要进一步加强防汛救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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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调配等工作，

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杨晓东说。

如何做好后续安置工作？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受灾群众安置工

作来不得丝毫松懈，容不得半点闪失。科学

调配救灾物资，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是防汛

救灾工作的关键。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减灾

委、应急管理部已紧急下发通知，对做好受

灾群众紧急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进行再部

署、再细化，重点针对灾害风险防范、转移避

险安置、救灾款物保障以及灾后恢复重建和

防范因灾致贫返贫等方面提出要求，全力保

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继续强化对重点省份灾区受灾群众安

置工作的检查督导，强化受灾安置群众基本

生活保障，确保安置群众吃得好、住得好、思

想稳定。”杨晓东说。

在物资保障方面，应急管理部将会同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抓紧推进新增中央救

灾物资紧急采购，有效增加中央救灾物资实

物储备。同时，在前期已拨付江西、湖北等

省份中央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抓紧商财政部

拨付后续资金。

宁可备而无汛，不能汛而无备。未雨绸

缪，有序做好新灾应对是汛情期间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举措。

据介绍，应急管理部将继续密切关注各

地暴雨洪涝等灾害发生发展，及时启动国家

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

安排下拨中央救灾款物，支持帮助地方做好

受灾群众安置等救灾工作。

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房屋倒塌、农

田损毁，也给不少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

影响。据统计，主汛期以来，洪涝灾害已造

成 3.5万间房屋倒塌，30.8万间不同程度损

坏；农作物受灾面积 4354.8千公顷，其中绝

收734.8千公顷。

防汛和扶贫都要抓，一个都不能落下。

杨晓东表示，各有关部门、各地减灾委

要在抓好防汛救灾救助安置各项工作的同

时，帮助谋划灾后重建，尽快恢复灾区生产

生活秩序，尽可能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

度。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新华社合肥 7 月 23 日
电（记者 吴慧珺 姜刚）22日
晚上 9点多，翁道平和同事们

在新农村的堤坝上架电线。

他穿着一件长袖的夹克衫，外

面还套着一件红马甲，汗水从

他的额头顺着脖子往下淌，衣

服被汗湿了大片。

翁道平是国网安徽省

电力有限公司和县供电公

司石杨中心供电所的一名

普通员工。汛情发生以来，

堤坝上除了抢险队伍，还有

默默守护的“点灯人”，56岁
的翁道平便是其中之一。

新农村位于安徽省和县

石杨镇，外涧渠流经村庄。受

连日强降雨影响，外涧渠水位

居高不下。

外涧渠一边临着山，一边

临着新农村的堤坝。夜里，站

在坝上伸手不见五指。新农

村党总支委员邹连润说，堤坝

下村庄里有 2800多名群众和

3600多亩良田。

“夜里巡堤时，手电照明

强度不够，视线很差。”邹连润

告诉记者，堤坝斜坡上的草丛

里经常藏着毒蛇、毒虫，一不

小心就有被咬到的风险。

“点灯人”来了。22日下

午 5点半，翁道平和 7位同事

来到新农村的堤坝上。因堤

坝路面刚填了石子，工程车

无法通行，他和队友们一起背负肩挑，扛

着电线等设备，上大坝准备“点灯”。

这条堤坝有 1.3公里长，翁道平心里估

摸着得30米一盏灯，在有险情的地方多装上

几盏，大概需要50余盏灯。

布线、插毛竹、装灯泡、接线路……翁道

平和同事们分成四组，一人操作一人监护。

看上去简单的工作其实处处藏着危机。

盛夏时节，杂草繁茂，堤坝上有的地方

草木已及人深。只见翁道平一手举着毛竹，

另一只手分开杂草往草丛里钻，草丛里有不

少蚊虫，稍微一动弹，蚊虫便都飞了出来，他

甩了甩头，试图驱逐，同时迅速将毛竹插进

土里立起来。

“这是最后一根毛竹了，立起来之后就能

通电了。”翁道平说，今晚堤坝上就有灯了。

话音刚落，通电了！只见50余盏灯把堤

坝照得透亮。

看到堤坝上的灯亮了，邹连润心里总算

踏实了。从7月17日巡堤以来，他最担心的

就是老人在夜里巡堤时会摔倒。

“他们是光明的搬运工！”邹连润说，以

后村民们巡堤自己更放心了。

灯亮了，翁道平脱下外面的马甲和手

套，坐在路边喝了一口水。和邹连润一样，

他也踏实了。

7月 17日以来，翁道平和同事们已点亮

2200多盏灯，照亮了65公里堤坝。令他印象

最深的一次“点灯”任务，是从前一天晚上 8
点多忙到第二天下午 5点多，夜以继日点亮

了26公里的堤坝。

灯光下，记者看到，翁道平的双手手背

都是被杂草割破的伤痕。

“这不算什么，过几天就痊愈了。”翁道

平说，“把灯点亮，就能给巡堤带来方便，给

村子带来更好安全保障。”

23日上午，一段“抗洪战士被洪水卷走”

的短视频刷爆网络，令无数人为之揪心。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把灾

难和黑暗挡身后！”“一定要平安，一个都不能

少！”“你也是爸妈的心肝宝贝，一定不要有事！”

……

一段段网友的留言，一段段发自肺腑的

祈福，汇成了坚强温暖的精神力量。

视频中的抗洪军人是陆军第 72集团军

某部排长冒小驰。事情发生在一天前，22日
8时15分左右，合肥市庐江县同大镇石大圩

连河段堤防出现直径约1米的管涌险情，事

发地下游有一个联合村，由7个行政村组成。

8时20分,坝下联合村仍有44名群众未

撤离，第 72集团军某旅 28名党员骨干立即

组成突击队，用绳子捆在腰间组成人墙帮群

众撤离。冒小驰主动报名参加，站在水流中

组成人墙。

上午9时许，官兵们刚刚把身边的最后两

名群众安全护送过去时，管涌处突然发生决

口，水势骤然暴涨，冒小驰瞬间被洪水卷走。

营长范金鑫立即带领官兵跳入水中展

开救援，约 20分钟后，冒小驰被救出并被送

至地方医院治疗，经诊断为急性肺水肿、肾

损伤，抢救后脱离生命危险，但因肺部呛入

泥水等异物，尚在 ICU观察。

冒小驰是江苏南通人，1995 年出生，

2013年入伍，2015年考取装甲兵工程学院，

2019年 7月毕业后分配到第 72集团军某旅

任排长。一年多来，他训练刻苦、工作认真，

身先士卒、模范带头，今年7月1日被评为优

秀共产党员。

接到抗洪抢险命令后，冒小驰主动请

战。这次堤坝决口时，他与 27名党员突击

队员在洪水中铸成一道人墙，用生命守护人

民群众的安全。

人民军队为人民。冒小驰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铮铮誓言，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其实，冒小驰也只是个刚刚大学毕业的

大男孩，在他昏睡的 24个小时里，他军校的

同窗战友在网上留言说“老冒，一定要挺住！”

如今，在抗洪一线，有无数像冒小驰一

样的子弟兵正在与洪魔做斗争。

（新华社合肥7月23日电）

新华社合肥7月23日电（记者 张紫赟

程士华）7月 23日 13时许，淮河干流王家坝

闸关闸，淮河水暂停流向蒙洼蓄洪区。王家

坝站水位已由开闸前的 29.75 米，下降至

28.28米，超警戒水位 0.78 米，距离保证水

位 1.02米。

被称为“千里淮河第一闸”的王家坝

闸是蒙洼蓄洪区进洪闸。7月 20日 8时 32
分，淮河干流王家坝闸开闸泄洪，截至 7月
23日 13时，蒙洼蓄洪区进洪总量约 3.75亿

立方米。

位于淮河干流的王家坝水利枢纽工程，

主要由王家坝闸和蒙洼蓄洪区两部分组

成。蒙洼蓄洪区位于安徽省阜南县，为淮河

干流中游第一座蓄洪区，总面积 180余平方

公里，设计蓄洪水位27.8米，设计蓄洪量7.5
亿立方米，区内居住人口19.5万人。

“期待洪水早点退去。”阜南县王家坝镇

崔集村村民张建青正在帮助村民搬运生活

物资，得知关闸消息后说。

□新华社记者 桂涛 张代蕾 柳丝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方将立即、无

期限地暂停与香港引渡协定，并禁止向

香港出口有关武器。香港早已不是英国

的殖民地，但一些英国政客至今不肯放

弃“殖民情结”，公然插手香港事务，粗暴

干涉中国内政。

分析人士指出，殖民主义早应被扫

入历史的垃圾堆，而英国不仅昔日在被

迫结束殖民统治时埋下种种祸根贻害世

界，至今仍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捞取利

益。英国应当彻底反思殖民历史，摒弃

“殖民迷思”。

处处埋下冲突祸根
克什米尔问题、巴以问题……在这

些至今仍长期持续的冲突背后，都能发

现同一个始作俑者——英国。这个昔日

最大的殖民帝国不仅通过“分而治之”的

惯用手段分化海外殖民地人民，还在结

束殖民、撤出殖民地的过程中埋下祸根，

设置地缘、部族、法律等障碍，助长这些

地区的土地、民族、宗教矛盾，导致长期

对抗和冲突。英国前首相卡梅伦也曾承

认，世界各地的许多历史性问题都与大

英帝国留下的遗产有关。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和巴基斯

坦的长期争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

研究院副研究员王鹏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英国当年撤离南亚时搞印巴

分治，遗留下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导致印

巴两国为此至今冲突不断，深深影响了南亚地区的和平

与稳定。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曾撰文指出，全球正在“收获”

英帝国种下的纷扰。在香港和克什米尔，当地人仍然在

为英国殖民者离开时留下的一团乱麻埋单。

念念不忘“隐性殖民”
分析人士指出，英国等殖民国家过去将殖民地变为

原料基地，导致其经济结构单一、畸形。如今，英国等国

对前殖民地由过去的直接统治逐渐转为间接操控，进行

“隐性殖民”，即以经济手段为主，交叉使用政治、文化和

军事手段对其进行控制、干涉和掠夺，其中以在非洲大陆

的做法最为典型。

以非洲最大产油国尼日利亚为例，早在2002年，英荷

壳牌石油公司就拥有了该国石油储量的 55%，日均产量

占全国的40%。而尼日利亚却因为缺乏自己的石油生产

加工体系，至今仍面临“出口石油、进口汽油”的尴尬。

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美国家还常以附带苛刻条件的

“赠予”“援助”和“贷款”干涉非洲国家内政，通过西方主

导的金融机构强迫非洲国家照搬西方发展模式，使得这

些国家赤裸裸地暴露在西方商品冲击之下，经济长期低

迷，沦为西方附庸。

此外，英国还利用英联邦谋求对前殖民地的控制。

2016年，马尔代夫宣布退出英联邦，正是因为不满英国通过

英联邦介入马内部事务。分析人士指出，英联邦从某种意

义上说是英帝国架构的延续，英国不仅以此影响、干预前殖

民地内部事务，甚至以此为抓手插手其所在地区事务。

何时走出“殖民迷思”
作为曾经的殖民大国，英国对“日不落帝国”殖民主

义的“怀旧”心态极为深厚。英国“伦敦经济”新闻网站日

前刊文说，今年一项调查发现，30%的英国人对殖民主义

感到自豪，英国人比其他欧洲人更怀念殖民主义。文章

指出：“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以帝国之名犯下的罪行缺

乏了解——这种情况被为帝国辩护的人无情利用，以推

行他们自己的残酷政治。”

今年5月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在全球引

发反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运动并持续至今。英国也掀

起了反殖民主义浪潮，多个城市的民众举行多场游行抗

议，发起清算殖民历史并推倒殖民者雕像的运动。在此

背景下，英国警方、伦敦市政厅、博物院、大学、银行、民间

机构等社会各方纷纷表态，或是为自身的贩奴发家史道

歉，或是支持理性拆除殖民者雕像。

然而，英国首相约翰逊却对此声称：“推倒雕像是抹

去英国历史的举动。”一些保守情结严重的政客也纷纷附

和。批评者认为，英国政要的言行说明了“这个国家看待

过去的方式”。

分析人士指出，英国政客们应该扪心自省，真正反思

曾经的殖民历史，摒弃殖民心

态，抛弃继续影响和控制前殖民

地的“迷思”。

（新华社伦敦7月23日电）

7月22日，在枞阳县横埠镇方正小学安置点“爱心教室”里，方正小学老师操磊（左）指导小朋友写暑假作业。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紧邻安徽省枞阳县横埠镇的白荡湖水位超过保证水位，横埠镇育才村的130名村民于7月16日被

转移安置到方正小学。校方发现安置居民中有20多名孩子，觉得有必要在安置点内为他们提供一个看书学习的地方，于
是布置了“爱心教室”，该校19名教职工义务轮流在教室值班，指导孩子们写暑假作业或阅读学习。 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

物资保障情况怎么样物资保障情况怎么样？？如何确保不落一人如何确保不落一人？？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阮周围

新华社柏林7月22日电（记者 朱晟 张雨花）德国

联邦劳工局 22日表示，受新冠疫情影响，德国劳动力市

场可能需要两到三年才能恢复正常。

联邦劳工局局长德特勒夫·舍勒当天对德国媒体表

示，直到 2022年或 2023年，德国劳动力市场才能恢复正

常。他同时警告，尽管大量采用短时工作制对劳动力市

场起到了稳定作用，暂时没有出现企业大量裁员的迹象，

但劳动力市场依旧处于疫情的“压力之下”。

舍勒认为，德国劳动力市场在疫情暴发前一直“状况

良好”，当下危机与疫情相关，而不是源于经济或其他结

构性因素。他预计，受季节性因素影响，今年夏天失业人

数将进一步上升，但今后两个月德国失业人数不会超过

300万。

短时工作制是企业遭遇严重经营困难时，德国政府

为保障员工不流失或不失业而采取的救济措施。根据这

一制度，德国政府向因疫情危机导致工作时间缩减的企

业员工提供补助，使其实际收入不会大幅下降。联邦劳

工局数据显示，今年 3月至 6月，德国有超过 1200万人申

请短时工作。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 2009年，德

国仅有330万人申请短时工作。

联邦劳工局数据还显示，经季节调整后，德国 6月
份失业率升至 6.4%，失业人数环比增加 6.9万人至 294.3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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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王家坝闸关闸
蒙洼蓄洪区进洪量约3.75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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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第72集团军某部排长冒小驰抗洪抢险遇险记

□新华社记者 李清华 童祖静 黄远辉

安置点里的安置点里的““爱心教室爱心教室””

透视汛情之下受灾群众安置工作透视汛情之下受灾群众安置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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