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汛期，京津冀和东北等地出现极
端降雨，引发洪涝和地质灾害。

“我牵挂着受灾的地方。”9 月 7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期间从哈尔
滨市区出发，火车转汽车，一路奔波，来到
受灾较重的尚志市老街基乡龙王庙村，察
看水稻受灾和水毁房屋重建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北冬季来得早、

时间长，要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抓紧谋划，提前行动，
把吃、喝、住、行、就业、教育、医疗防疫等
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大小事情考虑得更
细致、更周全一些，不留一丝纰漏。要抓
紧修复受损房屋，加快推进灾后重建，最
大程度减少农业因灾损失，确保受灾群众
安心安全。

11 月 10 日，北方入冬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北京、河北受灾较重的相关地
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检查指导灾后恢复
重建工作。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
各有关方面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再接再厉抓好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广大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温暖过冬。

一项项重要部署，一次次关心叮嘱，这

份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饱含着人民至上的
深情，温暖着受灾群众，转化为灾后恢复重
建的强大力量。

为了解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展情况、
群众安全温暖过冬情况和灾区生产生活秩
序恢复情况，近日，记者赴北京房山区、河
北涿州市、吉林舒兰市、黑龙江尚志市等地
进行了深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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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抓 工 期 更 重 质
量，让受灾群众尽早住
进新居

寒风凛冽，白雪皑皑。黑龙江的初

冬，寒意已浓。环绕尚志市龙王庙村的大

泥河、小泥河水面已经结冰。村西头的

赵志山家，白墙蓝瓦 3间新房拔地而起。

推开门，赵志山热情地招呼记者进

屋，脸上带着入住新家的喜悦，“以前取

暖靠火墙、火炕，现在新房用上了地暖，

房间里热乎乎的。”

8 月初，龙王庙村受洪水冲击，全村

168 户房屋过水受损，赵志山家的房屋

被冲塌一半。

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住有所

居是关键。黑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派出 90 支队伍赴尚志市等受灾较重地

区，完成房屋安全鉴定 1.87万户。根据灾

损程度，综合采取维修加固、翻建新建、借

用公房等方式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经过

评估，赵志山家被纳入翻建新建范畴。

“新房怎么建，村民自家拿主意。”

赵 志 山 告 诉 记 者 ，施 工 队 把 乡 亲 们 请

到现场，当面听取大伙儿对房屋基础、

房 梁 及 内 部 结 构 的 个 性 化 需 求 意 见 ，

一起商讨施工方案。考虑到赵志山老

两口年纪大了，对保暖的要求更高，施

工人员专门在墙体和房顶增加了保温

板，在厨房建了不锈钢节能炉，地下铺

设了地暖管道。

“用节能炉把水烧热，热水通过循环

泵灌入地下管道供暖。”站在节能炉前，

赵志山比划着说，“烧炉子用的柴火，我

和老伴早就备好了，够用一个冬天。”

“倒排工期、加快施工，让受灾群众

尽早搬进新居。”承建龙王庙村水毁房

屋重建项目的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

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李德伟向记者介

绍，与平日同等规模项目相比，重建项

目投入的施工人员和设备多了一倍，施

工人员每天加班加点、轮班作业，“全村

重建的 7 栋房屋、维修的 160 栋房屋都

在一个月内完成施工，另有 1 户购买房

屋，受灾群众中秋节前就已入住。”

“到 10月 10日，尚志市因灾受损需新

建及维修的 4240栋房屋已全部完工。”尚

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郭鹏介绍。

既抓工期更重质量，施工队发现赵

志 山 家 的 房 子 位 于 风 口 上 ，特 意 进 行

了 防 风 加 固 。 环 顾 赵 志 山 的 新 家 ，墙

体 厚 实 ，门 窗 结 实 。“ 房 子 四 个 角 上 都

立了钢筋水泥柱，窗户是三层玻璃，冷

风钻不进来。”赵志山说，这栋 70 平方

米的新房共花费 8 万元，其中政府补助

占了大头。

“天冷了，可身上和心里都热乎着

呢。”走进吉林舒兰市开原镇新开村村民

徐中仁家，80 平方米的新房窗明几净，家

用小型供热锅炉里炉火正旺，房间里的

温度计指向 24 摄氏度。“这屋铺了地暖，

敞亮暖和，灶台和炕也帮我们打好了，省

心又省钱。”徐中仁满意地说。

10 月 22 日，新开村首批 14 户受灾

村民领到了新房钥匙，徐中仁家是其中

一户。

新开村是舒兰市洪灾后唯一整体

搬迁的村庄。因毗邻河道，地势较低，

新开村原址受灾严重，246 户村民房屋

受损。鉴于大部分受损房屋成为危房，

且老村庄仍面临山洪风险，镇上充分征

求村民意愿后，决定选择地势平坦、地

质条件稳定的新开屯南岗异址重建。

“新址与原来的村子直线距离约 200
米，地势平均高出 11 米。”开原镇党委组

织委员、新开村异址重建项目临时负责

人谭宏鹏介绍，“重建房屋分为 60 平方

米、80平方米和 100平方米 3种户型。”

在新开村异址重建工地入口，一张

规 划 图 清 晰 标 注 着 超 市 、养 老 服 务 中

心、污水处理厂、活动广场、农机具停放

区、储粮仓区等。步入工地，新建房屋

整齐排列，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

“为让村民放心，村里专门成立了

由我们 4 名村民代表组成的房屋质量监

督小组。”监督小组组长莫立君说。建

设期间，他每天都带队在工地巡查，看

砂石含泥量是否超标、水泥标号是否符

合要求、钢筋砖瓦质量是否合格。

舒兰市副市长、灾后重建指挥部重

建组组长蔡俊锋介绍，截至 10 月 27 日，

舒兰市 1206 户修缮房屋已全部维修完

毕，829 户重建房屋基本完成建设，货币

化安置的 838 户已全部兑付。“重建房屋

中，依据群众意愿，计划今年入住的 484
户选定搬家日期后即可入住；计划明年

入住的 345 户房屋已全部完成主体施

工，正式入住前村民已按租房、投亲靠

友等方式得以妥善安置。”

在北京房山区佛子庄乡佛子庄村，55
户修缮房屋已全部完工并通过验收，48户

重建房屋已全部开工；在河北涿州市刁窝

镇刁窝四村，由村集体联系施工单位并垫

付费用，为 8 户困难群众援建住房……

“感觉很温暖”“心里很踏实”，一路走来，

记者时常听到受灾群众这样的话语。

多 措 并 举 恢 复 生
产，为受灾群众最大程
度挽回损失

“只要地不荒，生活就有盼头。地里

长出了麦苗，乡亲们就能看到希望。”走进

涿州市豆庄镇白马庄村，一片绿色为北

方初冬时节的土地增添了生机。这段日

子，村民杨克强几乎每天都要到地里走

一走，盼着种下的小麦长得茁壮。眼下，

麦苗已经钻出泥土约 10厘米，长势喜人。

“今年涿州市冬小麦播种任务 28.7
万亩，至 10 月底已全部完成。”涿州市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刘金坡告诉记者。

受洪涝灾害影响，白马庄村近 700亩

农田受灾，脚下这片耕地几乎颗粒无收。

“洪水过后，地里种植的玉米全倒了，还冲

进来很多垃圾和淤泥。”杨克强回忆道。

8 月 12 日，来自河北保定市竞秀区

的包联帮扶工作组党员干部进驻白马庄

村，带来了翻犁机、秸秆粉碎机等设备，

清理垃圾、粉碎秸秆、翻耕土壤、平整土

地，受灾地块很快恢复耕种条件，村民们

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但新问题随

之而来：当地农民的种植习惯是“一茬玉

米接一茬麦子”，彼时距播种冬小麦还有

约两个月，如何最大程度减少农业损失？

农业农村部 8 月 15 日印发的《关于

抓好洪涝灾后恢复生产夺取全年粮食和

农业丰收的通知》提出，“对绝收地块，逐

个研究改种补种方案，能收青贮的及时

收割作青贮饲料；不能收青贮的及时翻

耕，调剂调运救灾种子、化肥等，抓紧改

种生育期短、有市场需求的作物”。

“以秋补夏，不误农时。”包联帮扶

工作组领队、竞秀区司法局局长滕铭欣

说，工作组把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植物保

护研究所的专家请到白马庄村，对土壤

墒情进行专业评估，最终选定种植对气

温要求不高、技术门槛低且短期就能见

到效益的娃娃菜。

种了大半辈子玉米和小麦，大面积

种 菜 还 是 头 一 次 。“ 如 何 选 种 、怎 么 管

护、卖到哪里，全是新问题。”起初，杨克

强心里直打鼓。为打消村民疑虑，包村

干部和村干部耐心做工作，工作组免费

提供种子，联系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播

种。村民平时只需及时浇水施肥，娃娃

菜成熟后由竞秀区统一收购。

10 月中旬，经过近两个月打理，白

马庄村 100 多亩娃娃菜喜获丰收。村民

们收割、打包、装车，从白马庄村运抵保

定市区，由竞秀区按市场价购买，供应

城区餐馆和机关食堂。

抢 抓 灾 后 至 秋 播 前 约 两 个 月 时

段，涿州市 6000 多亩受灾耕地经平整

后 改 种 蔬 菜 。“ 我 种 了 8 亩 娃 娃 菜 ，挣

了 13000 多 元 ，与 受 灾 前 种 玉 米 的 收

入 基 本 相 当 。”卖 完 娃 娃 菜 ，杨 克 强 又

马 不 停 蹄 地 播 种 冬 小 麦 ，希 望 来 年 有

个好收成。

各 地 多 措 并 举 加 快 恢 复 农 业 生

产。舒兰市完成 24.8 万亩受淹农田排

涝工作；房山区向 1.2 万余户受灾种植

主体发放 806 公斤萝卜种子、1047 公斤

白菜种子和 365 公斤油菜种子；尚志市

成立 6 个农技小组深入乡镇，服务指导

群众加强田间管理……

记者在尚志市采访时，正值秋收时

节。走在龙王庙村的田间地头，一台台

收割机正把水稻“吞下肚”，有时扬起一

团灰尘。“正常水稻收割，可没这么大土

灰 。”村 民 车 丽 新 解 释 ，受 过 水 淹 的 稻

子，外面裹了层泥浆。

今年，车丽新家种了 130 多亩水稻，

其中 45 亩被淹。“遭灾时，水稻正在扬花

期。”车丽新告诉记者，洪水过后，政府

派来农技人员指导喷施作业，正好赶上

稻穗的下半段开花，还能有点收成，“有

20 亩稻田绝产，另有 25 亩经采取农技措

施，收获了六成粮食。”

尚志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洪水造成尚志市粮食作物成灾面积

37.2 万亩。全市多举措降低损失，经农

技测产，预计今年粮食产量可再超 27 亿

斤，实现“二十连丰”。

“收割机能进田、收粮车能进村，靠

的是把路修好了。”老街基乡政府派驻

龙王庙村的包村干部刘力嘉说，为确保

秋粮颗粒归仓，施工人员加班加点，赶

在秋收前完成了龙王庙村损毁道路的

修复施工，“主村道铺了柏油路面，17 条

田间小路用砂石填平。”

“发了洪水，道路损毁严重，大家都

怕收获的粮食运不回来。没想到，路很

快就修好了。开着拖拉机在柏油路上

来回运粮，那叫一个顺畅稳当。”村民杨

春贵抬手指了指，屋边粮仓已满。

秋收前夕，尚志市因灾受损的 2104
条田间道路、175 座桥涵和村屯内其他

829 条水毁道路、56 座桥涵均已修复。

大事小事考虑周全，
让受灾群众暖心安心

清晨，走进房山区石楼中学学生宿

舍楼，楼内粉刷一新。来自房山区夏村

中学的初二年级学生马京龙正在洗漱间

洗漱，水龙头里流出的热水温度适宜。

跟 着 马 京 龙 回 到 宿 舍 ，房 间 里 暖

气 充 足 ，几 盆 绿 植 生 机 盎 然 ，床 铺 上

的 枕 头 、棉 被 叠 放 整 齐 。“ 这 是 新 装 的

饮 水 机 ，随 时 能 喝 上 热 水 。”“ 这 是 公

共 澡 堂 ，晚 上 可 以 洗 澡 。”…… 马 京 龙

领着记者走出宿舍，一路介绍。

夏村中学学生咋住进了石楼中学

宿 舍 ？ 石 楼 中 学 校 长 郭 宝 群 告 诉 记

者，在今年夏天的洪涝灾害中，夏村中

学 的 房 屋 及 教 学 设 施 损 毁 严 重 ，恢 复

重 建 难 度 大 、周 期 长 、造 价 高 ，短 期 内

不具备开学条件。房山区教委考虑到

受洪水影响较小的石楼中学距离夏村

中学相对较近，设施条件较好，决定让

夏村中学的 87 名学生今年秋季学期在

石楼中学复课。

夏村中学学生分布在 3 个村庄，居

住最远的学生离石楼中学有 10 多公里，

每天来回不大方便。“特别是到了冬季

雪天，道路结冰湿滑，很不安全。”郭宝

群说，学校给区里打报告，申请安排这

些学生在校住宿，“很快，区里就拨付了

近 200 万元资金对学校宿舍、食堂等进

行改造，同时为每名学生购买了被褥、

脸盆等 11 件住宿日常生活用品。”

在石楼中学食堂，记者看到新添置

的桌椅、冰箱、消毒柜等。这里，每周菜

谱提前公布，每日菜品不重样，中晚餐

按照两荤一素标准为学生供餐。

国庆节后，夏村中学首批 66 名学生

顺利入住，周一至周五在石楼中学寄宿

上学。为方便寄宿学生周末回家，房山

区协调公交公司调整公交线路接送学

生，不用换乘，直达到村。

“还是原来的同学在一个班，还是

原来的班主任。”马京龙很快适应了石

楼中学的学习生活。为减轻学生家庭

负担，学校还为寄宿学生申请了生活补

贴，并减免相关费用。

离开石楼中学，记者来到房山区佛

子庄乡佛子庄村。村里不少院墙上的

洪水印迹依然清晰。低保户姜小青说，

洪水冲倒了院墙，冲走了窗户，也冲走

了准备过冬取暖的煤。

今年咋过冬？随姜小青走进他家

院子，只见院墙已经垒好，房子新装了

铝合金门窗，一袋袋环保型煤用油纸盖

好，整齐码放在屋外。“政府不仅帮咱免

费 修 房 ，还 由 村 里 统 一 订 购 了 环 保 型

煤，9 月底就发下来了，一共 2 吨，够今

冬烧的。”姜小青说，“政府补助了大头，

给咱减轻了不少负担。”据了解，佛子庄

村订购的 141 吨环保型煤，已经全部发

放至村民家中；一些用电取暖的村民，

供电单位也已上门检修了线路。

走进涿州市双塔街道永济秀园小

区 ，室 外 寒 气 逼 人 ，居 民 家 中 温 暖 如

春。“从 11 月 1 日开始，小区就供暖了。”

居民董彩英告诉记者。

在永济秀园小区热力站，负责人李

亚军和同事们正仔细查看控制器和每

个仪表盘，并将数据填写在记录表上。

这个热力站承担着永济秀园等 2 个

小 区 共 1500 多 户 居 民 的 冬 季 供 暖 任

务。洪灾中，热力站的循环泵、补水泵、

变频柜、配电柜等被洪水浸泡，损坏严

重。“8 月 5 日起，我们就安排人员进场抢

修，用了 4天时间更换设备。”热力站维修

班班长张豹介绍，之后又对小区一楼进

水住户开展了两次走访，查看管道、暖气

片等设施，确保正常供暖。

“涿州市城区共有 111 座热力站，其

中 31 座在洪灾中受损。经过检修，到 10
月 24 日所有受损热力站全部达到供热

条件，11 月 1 日主管网正式供热。”涿州

市供热和燃气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姜

泳介绍。

记者随后来到位于涿州市的北京英

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图书仓储基地，只

见仓库的地上整齐摆放着许多快递纸

箱。备货员们戴着白色手套，在过道里

来回穿梭，把一本本没有拆封的新书分

门别类装进箱子，打包后发往全国各地。

“学生有学上，家庭有收入，全家人

都安心。”备货员冯培培告诉记者，自己

家住涿州市刁窝镇刁窝一村，房屋一楼

进水受了灾。前段时间，她白天骑车来

仓储基地上班，晚上回家修房子，“铺地

砖、刷墙、买家具，样样都要花钱。好在

工作还在，每个月工资五六千元，解决

了很大困难。”如今，冯培培的家经过重

新装修，已能正常居住。

保障企业复工复产，也是保障部分

受灾群众就业。灾情发生以来，涿州市

全 力 开 展 助 企 纾 困 ，助 力 企 业 复 工 复

产，对受灾经营主体于今年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新增贷款给予 3 年财政

贴息。

“这次水灾，造成公司图书仓库进水

达 3 米，损失图书达 2 亿码洋（全部图书

定价总额）。我们已申请到一笔贴息贷

款，解了燃眉之急。”北京英典电子商务

公司副总经理刘警慧说，图书仓储基地 9
月上旬完成清淤消杀，正式复工复产。

截至 11 月 5 日，涿州市 1685 家受灾

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复市。

让受灾群众端牢就业饭碗，解决办

法既着眼本地，也放眼周边。“涿州北部

受灾乡镇与北京房山区接壤，每天有公

交车往返，通勤方便。我们专门联系了

北京丰台区、房山区的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组织企业前来招聘。”涿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级主任科员郑

清莹介绍，灾后累计开展线上线下招聘

18 场，提供就业岗位 9700 多个。

不久前，一场招聘会在涿州君悦广

场举办，69 家招聘企业中，13 家来自北

京。当日参会群众近 500 人，其中 225
人达成就业意向。涿州市东仙坡镇居

民王军与房山区一家人力资源企业现

场签订了就业意向书，“上班地点离家

不远，每天骑着电动车就能往返，收入

稳了，心也安了。”

图①：黑龙江尚志市老街基乡龙王

庙村村民赵志山家新建的房屋。

孙 健摄

图②：赵志山家被水冲毁的房屋。

任春艳摄

图③：吉林舒兰市开原镇新开村异

址重建项目俯瞰。 石天蛟摄

图④：北京房山区石楼中学，在此寄

宿上学的夏村中学学生正在食堂用餐。

蔡雅莉摄

图⑤：秋播时节，河北涿州市刁窝

镇农民抢抓农时播种冬小麦。

熊华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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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温暖过冬
——北京房山区、河北涿州市、吉林舒兰市、黑龙江尚志市等遭受洪涝灾害地区恢复重建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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