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4日，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境内猴子河特大
桥因持续强降雨诱发山体滑坡导致引桥发生垮塌，黔东
南州榕江县城、从江县城河段出现超保证水位，导致县城
及多个乡镇严重受灾。“天眼新闻”闻讯而动，第一时间组
织记者奔赴抗洪抢险一线，进行了全面、深入、及时的报
道，充分展现出在灾害面前各方力量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的精神风貌，彰显了主流媒体的责任与担当。下面是部
分记者的手记。

这些瞬间，有感动、有坚强、更有爱与希望

记者一线采访札记

在洪水中读懂爱的力量

吴兵
在榕江，我看见了洪水退去后顽

强的生命力。25 号清晨，308 省道
上，淤泥还在，但车辆和行人已经动
起来了。街角超市里，虽然没电，但
老板用计算器噼里啪啦算账，居民们
拿着现金或手机，买着鸡蛋、泡面、
牛奶。

我看见居民们蹚着没退的积水回
家，抢救家禽，围着小狗小鸡，一家
人在一起。顺丰快递的小哥，车轮碾

过泥泞的街道，把榕江和外面的世界
连接进来。我感受到，那股熟悉的烟
火气，像初春的野草，倔强地从淤泥
里钻了出来。那一刻我明白了，榕江
人的坚韧，和他们在“村超”球场上
拼抢的劲头，是一脉相承的。

直播间里，涌动着爱与祝福

周睿
6 月 24 日，持续的暴雨引发了山

体滑坡，G76 厦蓉高速猴子河特大桥
引桥不幸垮塌。当天中午12点，我与
三名队友迅速奔赴现场，通过无人机

让万千观众得以看清第一现场的景象。
直播间里，焦急的询问不断刷

屏：“有人伤亡吗？”“垮塌时桥上的货
车和司机怎么样？”“家人电话打不
通，非常担心！”我们及时传递了“现
场无伤亡、周边居民已安全转移”的
消息。那一刻，仿佛隔着屏幕都能感
受到，弹幕里汹涌的担忧渐渐平息，
化作了一片无声的祈祷和祝福。

一个记者眼中的榕江之爱

陈祖嘉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

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自 6 月 24 日抵达榕江参与此次榕

江洪灾报道以来，这句话始终萦绕在
我心头。

这是一次不需要联系、不需要对
接的采访报道，随机采访就可以感受
到每个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就可以
找到一个动人的故事：村民谢玉先说
起村超时无法忍住的哽咽与泪目、25
日在泥泞的村超球场外正在向大家发
放盒饭的郎洞村村民、深夜仍在参与
志愿工作的高中毕业生陆金福、深夜
驰援的大利侗寨三轮车车队……

他们热爱这片土地，当亲眼见过
这份深沉的爱以后，也会像他们一样
坚定地相信“村超球场上的哨声很快
会再响起”。

“谢谢”声里的杨梅蘸辣椒

周梓颜
6 月 25 日，我与同事李明栩步行

几公里来到郎洞寨，这是一个很小的
寨子。我们看到了被洪水推掉的禾
仓、被水淹没的稻田，还有淤泥堆积
的家家户户。但是这里的村民将质朴
发挥到极致，大家你帮我、我帮你，
我们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在微笑着奔忙。

在村里，我们一边采访一边给村
民分发我们带来的物资，他们不会说
什么话，只会一个劲地说，“谢谢、谢
谢。”热情的村民在炎热的中午，邀请
我们吃杨梅蘸辣椒，让我们内心无比
温暖。这份双向的温暖，成为此次经
历最珍贵的记忆。

7天6夜记录洪灾中的坚韧与温情

田儒森
在榕江遭遇第二次洪水侵袭的

危急时刻，榕江采访小分队二组用

7 天 6 夜的沉浸式报道，勾勒出榕
江人民不屈的脊梁和人间大爱的温
度。

在忠诚镇爱心食堂的灶台前，掌
勺大哥周井泉炒到手抽筋仍不停歇，
饭盒里压实的不仅是米饭，更是“有
饭吃就有希望”的信念。网友评论：

“他们用锅铲炒出了榕江的魂。”
在大利侗寨，八旬老人雨中编竹

扫把支援清淤，三代人接力砍竹子的
画面，诠释了“家园自救”的榕江速
度。7月1日村超球场灾后首次亮灯的
镜头尤为珍贵——洪水退去仅72小时
就能亮灯，百万网友为“榕江韧性”
点赞。

7月3日，救援车队在群众夹道相
送中缓缓离开，那一刻，我的眼眶湿
润了，孩子手绘的感谢画、塞进车窗
的土鸡蛋、足球少年追车递上的签名
球，构成了“你来护我安危，我必倾
心相送”的动人长卷。而次日“最幸
运卡车司机”游国春的抵达，则完成
了从获救者到支援者的温暖闭环——
这场筹备36小时的独家直播，让“爱
心的奔赴”有了具象表达。“洪水退去
时，希望已从裂缝中升起。”

从 6 月 24 日 起 ，“ 天 眼 新 闻 ”
刊发报道 500 余篇，阅读量 1500 余
万次。其中，《这些穿行浪尖的身
影让群众安心》《他们身先士卒，
我们就义无反顾》《洪峰中托起的
高 考 梦》《微 纪 录 片 · 守 望 “ 郎
洞”》 等稿件在全网数百家媒体都
有展现，点击率超亿次；微博发稿
180 余条，制作相关话题 170 余个，
总阅读量突破 5000 万次。

除此之外，“天眼新闻”推出
10 天超长直播，聚焦现场抢险救援
实时情况。其中，《一线直击贵州
榕江、从江抗洪抢险》 直播在线观
看 人 数 超 过 1100 万 次 ， 新 华 社 、
《人民日报》、环球网、新华社快看
等全国一百多家媒体转播；《直击
贵州防汛救灾一线》 直播在线观看
人数近 150 万次，新华社快看、大
象新闻、潮新闻等全国近 50 家媒体
转播；《“全网最幸运卡车司机”
游国春载着爱心驰援贵州》 与江西
卫视联动，直播在线观看人数 120
万次……这些都足以证明着全国对
榕江的关心，而作为报道的一员，
我们毕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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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的力量无坚不摧
——献给投身抗洪救灾的勇毅前行者

在榕江县古州镇，武警官兵在装防洪沙袋。李长华摄

民警在榕江县车民街道清理淤泥。李长华摄

电网工作人员在从江县进行供电维修。
本报记者 贾智摄

在从江县丙梅街道俞家湾社区，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在合力清淤。罗京来摄

6月下旬，暴雨如注、洪水肆虐，贵
州多地遭遇了无情的洪涝灾害。特别是
受灾严重的区域，洪水吞噬着街道、村
庄，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
威胁。当肆虐的洪水淹没家园，总有坚
实的臂膀托起希望；当惊恐的神情漫过
人群，总有坚毅的目光温暖人心。

三都自治县境内厦蓉高速猴子河
特大桥引桥垮塌。一辆长10余米、打着

“双闪”的拖挂式红色大货车，车头悬
空，车厢惊险地停靠在已经断裂的桥面
上，断桥下是百余米深渊。大货车驾驶
员游国春被困车内，万幸的是，救援人
员及时赶到，成功将他救出。这段惊险

经历让游国春被网友称为“全网最幸运
卡车司机”。

当猴子河特大桥展开惊险救援之
时，大桥所在地新合村的群众，也经历
了一场终生难忘的“生死时速”——面
临山体滑坡，全村78户125人在村“两
委”和党员的引领下，提前转移到安全
地带。新合村村民成功转移，与游国春
的获救共同构成“双重奇迹”。

6月28日，黔东南州榕江县在短短
8个小时内，防汛应急响应从Ⅳ级提升
到Ⅰ级。当地迅速组织8000余名党员
干部下沉到县里划分的7大洪区29个
网格内，逐户动员群众撤离。他们不顾

个人安危，手持喇叭，在狂风暴雨中挨
家挨户喊话，紧急撤离转移群众共计
12036户41695人。

在防汛救灾主战场，党组织是战斗
在最前沿的坚强堡垒，党员是冲锋在第
一线的先锋旗帜。全省各地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我是党员我先
上”的铮铮誓言，在防汛抗洪救灾一线
挑重担、当先锋、打头阵，与广大人民群
众风雨同舟，共同构筑起防汛救灾、守
护家园的坚固防线。

当防汛I级响应与高考志愿填报窗
口同期开启，榕江一中老师们化身“护
航团”，在淤泥未清的校园里争分夺秒

确保“一个都不能少”。
而在榕江忠诚镇，炉火正旺！群众

自发组建“民间炊事班”，二三十人迅速
膨胀至三百人。手臂累到抽筋的掌勺

“井泉哥”，“轻伤不下火线”的切菜大姐
们，只为让一线救援人员和受灾的家人
吃上热乎饭，他们用肩膀扛起的不只是
食材，更是风雨同舟的深情厚谊。

洪水退去，淤泥未干。驰骋球场的
“村超”球员们，瞬间化身抗洪救灾的急
先锋。杨亚江忍着腿痛清淤，解说员杨
兵倡议组建的运输队里，队长丁登标驾
驶伤痕累累的皮卡日夜穿梭，统筹物资
……无数球员、啦啦队员和村民奔忙在

防汛救灾一线，将希望送达每个角落。
他们从绿茵场转战泥泞地，用汗水与坚
韧诠释了“村超”凝聚的团结与不屈。

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在洪水中
托举起不灭的希望，闪耀着守望相助的
力量。

当完成抗洪抢险任务的救援队伍
陆续撤离时，数万榕江群众顶着高温自
发涌上街头，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着最
炽热的感恩。白发老人拄拐相送，侗族
妇女含泪挂上红鸡蛋，少年们高声朗诵
他们为武警官兵所写的《颂军》诗……
这些感人至深的送别背后，是洪水退去
后家园加速重生的信心。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贵州此次抗
洪救灾中涌现出的这些感人事迹，让我
们深刻感受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
团结力量，看到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体会到了普通群众的善良与担当。
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受灾地区
一定能够迅速恢复生机，迎接充满希望
的明天。

今日，《贵州教育报》推出“贵州防
汛救灾一线报道”，用最真实的镜头、最
质朴的语言，记录下这场严峻考验中的
责任担当与人间大爱。

综合天眼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