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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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拼杀在“村超”赛场
本报记者 陈丹 胡晓梅

皮卡卷尘 三轮歇脚
球员们正等着“村超”重启哨

本报记者 潘晓飞 戴正国

7月3日下午1点，刚维修好右
前轮的严重异响问题，榕江县古州
镇小堡村村民丁登标，便利落地步
入驾驶座，和申浩、吴定胜三人一
起，再次驶上熟悉的运输线路。恢
复元气的皮卡车透着股迫不及待的
劲，穿梭在街道上，卷起一路黄尘。

当天上午10:20左右，三人合力
将爱心物资（7袋茄子、5袋包菜、1
袋土豆），送达和谐世纪城小区后，
随即返程赶往中转站。行驶至半路
时，车辆发生故障。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辆皮卡最
近每天都要行驶近100公里，右后侧
车门受到来自货物的挤压打不开
了。另一辆皮卡已经废了，完全动
不了。”丁登标说。

6月下旬，榕江县遭遇持续强降
雨袭击，四天内两次洪峰过境。县
城多处低洼地带被淹没，尤其是老
城区，昔日活力满满的“村超”小
城沦为一片泽国。

亲眼目睹严重的灾情，三宝侗
寨地区的足球队员们坐不住了。随
即，“村超”解说员杨兵在微信群里
倡议组建一支运输小队，帮助受灾
地区运送物资。

对此，榕江县三宝侗寨车江四
村至十村球员、啦啦队以及村民纷
纷响应，自发组织了一批车辆，转
运各地捐赠的物资和村民们自发做
好的爱心盒饭。

最高峰时，车队里三轮车有50
多辆、皮卡车3辆、小型货车5辆。
每天清晨，满载各类物资的车辆，
排着长队从设置在榕江县中等职业
学校的中转站出发，浩浩荡荡跨过
滨江大道，钻进路窄灾重的区域，
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村超”小堡村（车江十村）队
长丁登标是其中的一员，负责统筹

车队的日常运输工作。最忙

的一天，他共运输了20车物资，忙
到深夜12:30才结束。

“洪水进城后，道路需要清淤，
榕江县的不少车辆被淹，运力紧
张。三轮车和皮卡车身小，便于通
过位于狭窄道路区域的临时物资发
放点。”丁登标说。

7月3日上午，是三轮车小队最
后一次运送物资。在古州镇六佰塘
村，清晨6点，200余位村民自发来
到寨蒿河边的广场，就已经开始了
一天忙碌。

“村里没有受灾，大家自发前来
做饭，并捐赠肉、油、蛋、大米
等，尽自己所能帮助受灾群众重建
家园。”六佰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杨实显说。

早上 10:30 左右，包含青椒肉
丝、炸土豆粒烧肉、荷包蛋、清炒
莲花白的 1100 份午餐已烹饪结束，
打包完毕后，由三轮车队负责送到
相应的物资发放点。

20分钟左右后，车停在榕江县
古州镇第二小学。50多岁的三轮车
司机、古州镇章鲁村村民石红光带
着家人，将280份盒饭送达。受灾群
众涌过来时，石红光的额头上全是

汗，顺着鬓角往下滴，砸在褪
色的衣服上洇出小水点。

“我们已经坚持送
了 5 天，乡亲们能

吃上热饭，咱就
踏实了。经过

几天的救援，受灾居民开始逐步恢
复正常的生活，送完这次我们就退
出了。”石红光说。

说话间，坚守完最后一班岗的
石红光紧握三轮车把手，后视镜
里，那片刚退水的街区越来越小。
车身“嘎吱”响了两声，载着石红
光和家人，慢慢融进了渐稀的人潮
里，车辙在路面上留下数道浅痕，
很快便被往来的脚步踏平。

电动三轮车退场，皮卡和小型
货车担主力。“现如今榕江县城主要
道路和社区的清淤工作基本结束，
小马力的三轮车也完成了自己的使
命。”丁登标说。

“平时开自动挡的小轿车习惯
了，突然来开手动挡的皮卡，时不时
就熄火。经过几天的运输，我的开车
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吴定胜笑着
说道。

突如其来的洪水打乱了榕江人
民的生活，足球赛事也被迫中止。
在榕江县城的街头巷尾，身穿不同
颜色球衣的“村超”球员做起志愿
者，奋战在救灾一线。

平日里，丁登标主要在榕江县
打理文旅产业方面的事务。每当驾
车运输物资路过“村超”球场附近
时，总是忍不住放慢车速，往球场
的方向多看几眼。

按照计划，“村超”赛事将于7
月26日以感恩和团结为主题重启。
和所有的球员一样，丁登标期待县
城早日完成重建，再回到最热爱的
赛场挥洒汗水。

“‘村超’给榕江带来了很多
变化，除了物质层面的提升，还有
精神层面的升华，我们更团结、更
有凝聚力，这在救灾中发挥了巨大
作用。经过洪灾考验的‘村超’，将
会焕发不一样的魅力，踢出更具韧
性的未来。”丁登标说。

洪水中有担当 风雨里见温情
球星球迷为“村超”加油打气

本报讯（记者 吴兵 陈祖嘉）连
日来，黔东南州榕江县的灾情牵动着
无数人的心。这座因“村超”而闻名
世界的小城，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
水，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球星、球迷
也纷纷为榕江加油打气。

“向所有榕江人民和所有中国人
民致敬！希望你们有足够的力量走
出这场灾难。”意大利足坛名将布罗
基的暖心话语跨越万里，传递到正与
洪水抗争的榕江人民心中。

“大家好，我是安布。我刚刚看
到了在榕江，一场洪水正在肆虐，并
且造成了人员伤亡。我要为所有榕
江的朋友，献上真挚的拥抱，再次向
大家表示慰问。”意大利球星安布罗
西尼的话语饱含关切：“相信中国一
定能克服巨大困难。”

“真的很遗憾，洪水造成了很大
损失。不过我很确定，中国人民非常
强大，能尽快克服这场灾难。”中甲俱
乐部青岛红狮球员里瓦尔迪尼奥用
中文高喊“加油，榕江！”

还有众多因“村超”与榕江结缘
的知名球星和球迷也纷纷表达关
切。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为被
洪水围困的榕江注入了一股温暖的
力量。社交媒体上，“加油，榕江！我
们都在！”的留言在暖心传递。

“足球的精神就是永不放弃，榕
江一定行！”

“去年看‘村超’直播时就被你们
的热情感染，现在请坚持住！”

“等洪水退了，我们一定要去榕
江看一场‘村超’！”

……
“这是我第11次来‘村超’，

前10次都是过来看球赛，这
次是过来帮忙。我对这里
有很深的感情，希望榕
江能早日恢复以往的
活力。”广东球迷听闻
榕江受灾后，赶赴榕
江参与物资搬运工
作，只想为榕江尽
自己的一份力。

曾经，“村超”
内外的人们凭着
对足球的热爱和坚
持，吸引了全世界
的目光。无数人在
这里逐梦、圆梦，让
世界看到中国乡村的
精神与活力。

如今“村超”按下“暂
停键”，但同样是这份热爱
与坚持，必将让大家再次在

“村超”球场相聚！

“我们的足球场还在。”兴奋的呼
喊声从孩子们口中发出。

7月3日，零零散散的学生回到车
民小学领取物资、资料，进入学校大
门，从种福楼和行知楼中间的通道，一
眼就看到了绿草茵茵的足球场。

“这算是给孩子们的一个惊喜。”
穿着紫色足球服的车民小学党总支书
记杨亚江一个上午都在忙着卸捐赠物
资，腿部时不时一阵阵抽痛，这是过去
几十年踢了无数次球赛都未有过的情
况。

今年53岁的杨亚江，对足球有着
很深的感情，早在1999年，他就带领村
民们在榕江河边由荒地改造的“土球
场”踢球，2023年，参与发起“村超”，可
以说，杨亚江见证了“村超”的前世今

生。杨亚江时常在想，或许就是“村
超”赛场上凝聚的团结向心力，淬炼的

“永不言弃”，让榕江人在面对洪水时
更有勇气和决心。

这场战斗，热爱足球、热爱“村超”
的榕江人没有一个退缩。

当地“老男孩”足球队队员伍春明
与队友撑着自扎竹筏参与救援，其他
所有队员——卖肉的、电工、粉刷匠、
店主……在灾难面前无一缺席，清淤、
搬运、调度，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

月寨村足球队副队长李敏杰带领
队员救出300余人；

“草根球星”李发雄挥铲千次清
淤，拿筷子时手都在发抖；

在银行工作的民间解说员杨兵，
断电时拿出发电机，免费提供手机充

电服务；
“村超”中走红的“西瓜妹”熊竹

青，身上还裹着胆结石手术的纱布，就
出现在了联络受困群众、分发物资的
救援现场。

洪水淹没了熟悉的家园，但淹不
掉榕江人对足球的热爱。

“我们熟悉的球场一定会回来。”6
月24日、28日，两度被淹的“村超”球
场，每次洪水一退，就有各方救援队、
村民、球员、志愿者等组成的清淤队夜
以继日地奋战。

当扛着铁锹的清淤人员在清理干
净的“村超”足球场踢起了球，当车民
小学足球队60多个孩子在爱心资助
下启程东莞集训，淤泥盖不住的足球
梦必将越飞越高。

7月3日，走进忠诚镇忠诚村合
约食堂后勤保障点，切菜声与灶火热
浪交叠着扑面而来。人群中，忠诚镇
党委书记杨胜涛着一身足球服，在现
场指挥调度，最近几天，这里每天能
送出2万余份餐食。

杨胜涛清楚地记得，6月24日凌
晨开始，榕江县汛情警报一次比一次
急促，县委、县政府的调度部署频率
从1小时一次，很快变成了20分钟一
次，10分钟一次。

24日4时左右，杨胜涛与县防汛

抗旱指挥部失去了联系，“此前县里
面召开了多次调度部署会，大家该干
什么都是清楚的。”

“还可以做什么，怎么才能帮县城
缓解压力？”杨胜涛一直在思考，6月
24日20时16分，他给榕江县委书记徐
勃发了一条信息，“书记好！忠诚镇作
为榕江县城的‘大后方’和第六洪区的
关键节点……我们正在统筹本镇抗灾
自救，同时想接收安置、后勤保障和支
援县城多重任务……目前已落实武装
部的救援队员500人明天的早餐。”

消息没有得到回复。杨胜涛没有
等待，他知道，县城的抗洪形势十分
严峻，这几年参与办“村超”的经历
早就锻造了他的使命感。

6月25日中午时分，忠诚镇忠诚
村合约食堂出炉了1200多份盒饭，里
面只有一个菜——辣椒茄子炒肉，辣
椒、茄子是干部和群众在蔬菜基地打
着手电筒摘来的，零星的肉片是清晨
跑遍市场才买到的27斤肉。

物资的困难没有持续多久，听说
了消息的群众陆陆续续送来了“五花
八门”的物资，一袋米、一桶油、一
把韭菜、三五根黄瓜……

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物资也在大
批量运来，合约食堂后勤保障点外张
贴的爱心捐赠公示榜上，捐赠物资明
细表从6月24日的1张逐渐增多，最
多的时候一天张贴了10多张。

炒菜、切菜、装饭的人员也如潮
水般涌来，他们是朴实的村民、是热
心的志愿者，是激情的啦啦队员，是
关掉店铺不做生意的普通商贩。

没有人喊累，也没有人退场，大
家众志成城点燃了不熄的灶火，将满
腔的热血、干劲、感恩化作一份份热
气腾腾的餐食，送达抗洪救灾一线人
员手中。

“一座城、一群人、一条心。”合约
食堂后勤保障点高处栏杆上，张贴的
醒目大字，无声地诠释着这座城市人
民的全力以赴，展现着榕江人民在“村
超”中凝聚起来的团结、信任和力量。

6月21日至28日，榕江人民三次
迎战洪峰。

面对家园被毁，坚强的榕江人民
把难过和泪水藏在了心底，与来自全
国各地的救援力量一起，为重建家园
努力着、奋斗着。

没有掉下来的泪却在7月3日第
一批救援队员撤离时，肆意流淌。

7月3日 14时 30分许，榕江三中
门口，救援队车队所经街道两旁，站满
了自发送别的群众。

烈日下，大家挥舞着手中的国旗，
深情凝望。红鸡蛋和鞋垫挂上队员的
脖子，小学生高举自己稚嫩的“抗灾英
雄”画作，孃孃们的泪水擦也擦不完。

“横幅写不下所有姓名，但榕江记

得每份恩情”—— 一条横幅道尽全城
感激。

这深情，源于八天八夜的奋战。
据不完全统计，在榕江参与救灾的县
外人员达1.2万余人。

新疆的阿里木江·哈力克捐赠黄
牛与善款，到后方颠勺掌厨；河南的

“漂流哥”赵占胜支起大锅做烩面；10
次前来看“村超”的广东球迷星夜驰
援；宁夏中卫的残疾公益人士胡雷花
光了积攒半年的5.5万元，驱车16小时
运来19吨物资……全国各地的爱心温
暖着榕江人民。

街角里，徒手一点点抠出淤泥杂
物的人民子弟兵；狭窄的巷道陡坡上，
绷紧背脊向上移动的背影；漆黑墨色

里，争分夺秒抢修复电的供电人员
……四面八方的力量感动着榕江人
民。

来不及感伤，来不及计算损失，感
动的榕江人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照
顾好他们。”

八九十岁的阿公阿婆，佝偻着腰
在菜园里摘下最新鲜的瓜果、辣椒、豇
豆，只为让救援人员“吃口热乎的”。

装饭的孃孃把饭压了又压，坚决
不能让救援人员饿着。

足球队员翻出了自己的球衣，让
救援人员换下汗水、泥水浸透的衣裳。

一块块香甜的榕江西瓜，一碗碗
自制凉粉送到了救援人员的手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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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超”球场正加紧恢复力争早日开赛。本报记者 龙永 摄

7月3日，天空放晴。
“村超”发起人之一杨亚江年近八旬的母亲一早就在家中拿出自己纳好的鞋垫，杨亚江

工作的黔东南榕江车民小学里侗歌声声，老师们聚在一起一遍遍地练习着两首曲目《侗歌声
声唱给党》《共产党想咱胜爹娘》。

车民小学10公里之外，榕江县忠诚镇安乐村备餐点，63岁的村民周世芬和一群姐妹将
一个个从各自家中拿来的、颜色染得深浅不一的红鸡蛋装进用彩线编织的蛋笼。几十米之外
的村民家中，几大盆热气腾腾的八宝糯米饭已出炉。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为当天下午撤离榕江的第一批救援人员送上自己的心意。
“昨天下午4点左右听到消息说他们要离开了，大家立马行动起来蒸煮八宝糯米饭，一直

忙到晚上12点。”安乐村一组足球啦啦队副队长韩祥吉激动地说。
这一天，黔东南州榕江县的气温最高达35摄氏度，万里无云、晴空朗朗。
这一天，三战洪峰的榕江人民把所有的感动、感恩都揉进了鞋垫、红鸡蛋里，挂在了救

援人员的脖子上，融入了歌声中，飘进了他们的耳朵里。
一场无“组织”的送别，一个汗水与泪水齐飞的日子，将榕江人的热情、坚强、团结、

感恩展现得淋漓尽致。
名扬天下的“村超”赛场遭遇洪灾，在这场特殊的抗洪救灾“球赛”中，榕江干部群众

和来自各方的救援人员，每个人都是“球员”，所有人合力“上场”，书写别样的奋斗！

丁登标、申浩、吴定胜三人搬运物资。

吴定胜开着皮卡送物资。

厚重淤泥盖不住足球梦

众志成城点燃不熄的灶火

温暖的双向奔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