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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人受灾我们感同身受

6月30日中午，距离榕江县城约
7公里处的忠诚镇，临时食堂里人头
攒动，两三百人各司其职，将一份份
快餐做好迅速送往救灾一线。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灾情带
来的那种无助，我们感同身受。”忠
诚镇党委书记杨胜涛嗓音沙哑却坚
定，“在后方，我们只想尽最大努力
做点事。”

朴素的信念迅速燎原。
短短数日，这个“民间炊事

班”从最初的二三十人，膨胀至每

日近三百人。
炉灶边不仅有本地村民，更有四

川汉子自带菜刀千里驰援，以及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退役军人阿里木江·哈
力克跨越4000公里，为榕江灾区一
线送来 4 头牛及爱心款。另外，贵
阳、凯里乃至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源源
不断汇聚于此，其中甚至包括一名摇
滚乐队的贝斯手。

锅铲不停肩膀扎了针还来

后厨是无声的战场。
忠诚村足球队的“王牌啦啦队”

成员们——被杨胜涛笑称“在村超赛

场极具压迫感”的“娘娘军”，成为
切菜洗涮的主力。而掌勺重任，则落
在村中红白喜事“大师傅”肩上。

“井泉哥”周井泉是其中代表。
连续掌勺导致手臂抽筋，本已安排乐
乡村志愿者轮班，他却因放心不下清
晨又出现在灶台。

“食材在哪？活怎么分？”他穿梭
指导，确保“接力”顺畅。

“没办法，如果不来食堂转转，
心里憋得慌。”周井泉说，虽然连续
掌勺导致手臂抽筋，但是他依然不会
放弃，想到一线上的救援人员及外地
赶过来的志愿者们，他们不忍心让大
家饿着肚子，“只有他们吃饱了我们
才会放心。”

同样，切菜台前，妇女们更是不
容易，有的肩膀酸痛到需针灸缓解，
不过，让人感动的是，针一拔，她们
的身影又出现在食堂里。

啦啦队队长陈大姐便是这般“轻

伤不下火线”的典型。

数据背后是一颗颗滚烫的心

炉火不熄，爱心传递。6月26日
迎来供餐高峰——单日送出逾1.85万
份热饭：上午9140份，下午9400余
份。

然而，每一份饭菜背后，是“井
泉哥”们被炉火熏红的脸，是“陈大
姐”们贴满膏药的肩膀，是身着民族
服装侗族妇女们连日忙碌的身影。

随着主路 抢 通 、 水 电 逐 步 恢
复，忠诚镇的压力正缓解。炊事
班规模预计 7 月 2 日起缩减 30%-
50%。

但洪流中升起的这缕烟火，已烙在
榕江记忆里——它由“感同身受”点
燃，被“家人有难”召唤，最终汇聚成
一句无声的誓言：后方有我们，热饭管
够！

目光回笼，榕江县第一中学的
教学楼走廊，有一束束温暖的光，
执着地从敞开的机房门口流淌出
来。“我去看看他们填志愿。”校长
刘念获轻声说着，转身，步伐沉稳
地融入那片光亮之中。

6月28日，洪水再度袭来，防
汛I级响应与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同期
开启。短暂的填报期至关重要，洪
峰过境会否再次令县城断电断网？
考生、家长和老师们的心，又一次
被忧虑攥紧。

“在省教育厅的统一部署下，学
校在志愿填报场地和保障方面已做
好充分准备，请全县2025届考生和
家长放心。”榕江县第一中学副校长
郭菊强的声音沉稳有力。

他的身后，是基本完成排涝清
淤，电力网络已恢复正常使用的教
学楼。学子的未来，经不起半分耽
搁。在各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的支
援下，校园电力于6月26日被优先
点亮，同日，学校如期举行了第一

场高考志愿填报讲座。
更令人安心的是“双电路保

险”机制的建立——市政供电线路
旁，来自南方电网的发电车已严阵
以待，誓保电力供应万无一失。

6 月 28 日，填报志愿照常开
启。如今，学校的机房全天候开
放，机房内键盘的敲击声此起彼
伏。由校领导、班主任组成的志愿
填报“护航团”，逐一打电话确认学
生志愿填报情况，面对有困惑的学
生不遗余力地解决。

自 6 月 29 日起，一项细致的
“双调度”机制悄然启动：每天午间
12时、下午4时，各班级的填报进
度被细心采集、汇总上报，因为

“一个都不能少”。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高三

年级组办公室内，榕江县第一中学
高三年级副主任石开智回忆当时情
景，语气中仍带着一丝凝重。

对高三教师而言，查分与填志
愿本就是高考落幕后的关键重头

戏，如今叠加上这两场不期而至的
汛情，压力如磐石。

洪水退却的6月29日，榕江县
教育局的应急方案迅疾落地：榕江
一中、三中、二中及古州五小，四
个固定填报点稳稳伫立；三大运营
商调集资源全力保障网络生命线畅
通，为考生们筑起了一座座坚实的

“避风港”。
机房内，屏幕的光映照着考生

们专注的脸庞；走廊上，老师们匆
匆的身影穿梭其间。窗外的校园，
清淤的痕迹尚在，但行走其中的人
们，脚步已带着重建的笃定。

高考志愿里有梦想，榕江人的
梦想里有志愿。

学校门口的绿化树上，仍有淤
泥，上面挂着的红布条格外醒目，

“金榜题名”“鲤跃龙门”“希望考
上心仪的大学”……愿望被高考生
挂上树梢，被洪水冲刷后更加耀
眼。

没有什么能浇灭梦想点亮的灯。

暴雨如注，浑浊的洪水裹挟着
枯枝败叶，咆哮着漫过榕江县城的
街道。6月28日，社区工作人员举
着喇叭在街头奋力呼喊：“快撤离！
往榕江二中安置点跑！”居民们深一
脚浅一脚地在水中奔走。

此时，这座能容纳5000人的全
县最大安置点，成为4400余名受灾
群众的坚实港湾。截至7月1日，白
天共有90余名群众在此居住，晚上
则有130余人。

白天，不少群众握着铁锹、扛
着扫帚回到满是泥泞的家中，仔细
深度清理每一寸角落，购置新的锅
碗瓢盆等物资，为重启生活做好准
备。夜幕降临时，榕江县第二中学
临时安置点的灯光准时亮起，又成
了大家安心休憩的温暖港湾。

“早上10点多一听到社区工作
人员大声喊撤离，我就赶紧跑，在
路上听人说榕江二中这里的安置点
条件很好，我就拼命往那边赶，最
终在洪水到来之前到达。”再次回忆
起撤离的场景时，平时心态很好
的陈英瞬间落下了泪花。

“早餐有牛奶喝，中午和
晚上水果也有供应，我在
这里住得很安心，睡得也
很踏实。”56岁的居民陈
英，6月28日随着大批
群众转移到榕江二中。

书声琅琅的教室
化身为被淹居民的临
时家园，有的戴着耳机
刷短视频，有的细心整
理着折叠床的被褥。角

落里，几名孩童蜷在家长怀中酣睡。
榕江县第二中学的广场上，一

顶顶蓝色帐篷整齐排列，厚实的棉
被叠得方方正正，柔软的毛巾静静
挂在床边，成箱的饮用水码放得整
整齐齐，每样物资都承载着社会各
界的关怀。

不远处的医疗保障点里，数名
医护人员身着白大褂，目光专注而
警惕，仿佛时刻准备迎接挑战的战
士。各类医疗器械在桌上有序摆
放，静待使命召唤。

负责服务安置点的志愿者们也
脚步匆匆，来回搬运爱心物资，脸
上淌着汗水。他们用坚实的臂膀，
让受灾群众的日常需求得到细致妥
帖的照料。

“洪灾以来，政府部门全力保障
转移群众的生命安全，每一位群众都
得到妥善安排，在安置点也能感受到
家的温暖。”榕江县妇联主席杨娟说。

6月下旬，榕江县连续遭遇特大洪峰侵袭，家园被淹，交通通信中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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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吃上热乎饭。他们用肩膀扛起的不只是食材，更是风雨同舟的深情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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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峰中托起的高考梦
本报记者 陈祖嘉 汪林静 郭加尧

1 洪峰过境，师生紧急自救

6月24日，榕江县域内平永河、
寨蒿河、都柳江水位持续快速上涨。

当日上午，贵州榕江县防汛抗
旱指挥部发布《关于县城部分区域
紧急撤离的通知》，要求面临严重洪
水威胁区域的群众迅速转移避险。

当天，榕江县第一中学高一、
高二学生已经在上课。

对每年都会经历河水上涨的榕
江人来说，这次河水上涨或许和往
常一样，不必担忧。

但很快，洪水涌入学校，与马
路平齐的教学楼里，一楼办公室的
老师们感到了危险，学校紧急组织
学生转移至高处教学楼。

“幸好一楼都是办公室，我们在

转移学生的同时，救出来了小部分
电脑和一些文件。”榕江县第一中学
副校长郭菊强说，把学生转移至安
全地带后，立即组织联系物资，“不
仅要保证安全，还要保障他们不饿
着。”

进入榕江一中，右边是通往食
堂的路，左边是一栋教学楼。向前
看，垂直高度四五米的楼梯，通往
其他教学楼。

这也为学生提供了安全的避难
场所，所幸，高高的楼梯挡住了洪
水。

但漫过县城的洪水还是阻断了
物资赶过来的道路，“食堂用的是电
炒锅，断电就无法做菜了，我们联系

了面包和水，当时在学校有两千余名
学生，我们计划是每个学生两个面
包、一瓶水，但物资无法进入。”

学校小卖部储存的食物，让学
生中午没有饿着。

为了解决学生就餐问题，学校
几十名老师，从学校后墙翻出去，
绕山路、穿过村寨，给学生们买来
了一箱箱水和面包，从中午到下
午，“村民看到，还帮着运输了。”

就这样，在共同努力下，学生
们拿到了水和食物，保障了学生都
有充足的饮食。

在紧急中，学校领导没有忘记
那些没有在学校却在焦急等待高考
成绩的2025届毕业生们。

洪水过境后的榕江，电、水、
通信都断了。

“手机没有信号，学生都收不到
成绩，我们也很焦急。”郭菊强说，
24日成绩公布后，老师一直在试着
联系学生统计成绩，“也是统计每个
学生的受灾情况。”

25日，洪水退去，在学校留下了
淤泥与垃圾，全校师生一起清理着。

在榕江县塔石瑶族水族乡、党
相村的村民们听说榕江一中受灾，
立即组织村民自带工具、抽水泵赶
到学校清理。

“因为我们学校对口帮扶过这两
个村。”郭菊强说，不仅如此，榕江

一中的足球队还代表对口帮扶的党
相村参加贵州村超比赛，并在2024
年获得了冠军。

一次次真心的帮扶、一场场用
尽全力的村超比赛，榕江一中与两
个村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学校逐渐抹去了淤泥，随着通
信部门、电力部门等多部门抢修，
学生也逐渐收到了自己的高考成绩。

“我以为高考查成绩的时候，会
和爸爸妈妈坐在一起紧张地等待，
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方式。”家住榕江
县兴华乡污秀村梁恩慧，是一名榕
江县第一中学2025届毕业生，她回
忆道，24日停电没有收到成绩，全

家人都很着急，爸爸第二天又去镇
里看能不能查到，后来村支书又去
县里，还是查不到。

紧张的梁恩慧只能在家等着，
在山上干农活的爸爸突然回到家
里，说山上有信号。

梁恩慧和父亲一起到山上，顺
着梯田一步步往最高处走，父女俩
在傍晚举着手机到处找信号，两部
手机的屏幕在傍晚的山上格外醒
目，两人的背影充满了焦急与期待。

十多分钟后，梁恩慧终于得到
了自己的高考成绩。紧张的心也随
之落下，“我想去贵州大学学习电气
专业。”

2 迟到的成绩，带着特殊的感觉

3 填上的志愿，是不会熄灭的梦想

4400余人的临时家园
榕江二中安置点里的暖流与希望

本报记者 潘晓飞 戴正国 吴运镇 杨晓波

榕江洪灾中的“民间炊事班”
本报记者 田儒森 周雅萌 熊曼 董婧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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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柳江畔，车江坝上，新城崛起，校貌堂皇。”
在贵州村超球场的路口向左走几百米，就是榕江县第一中学——一所满载70年荣光的学校，许多榕

江孩子从这里走进了自己心仪的大学。
6月9日，榕江县1927名考生结束高考，等待成绩揭晓。
6月24日，高考成绩与榕江特大洪水同日袭来；6月28日，高考志愿填报与第二轮洪峰同日来临。
榕江县第一中学的老师与救援队员们在被洪水裹挟的泥沙中，为2025届高考生寻找到了那抹光亮。

在洪水肆虐榕江县城之际，忠诚镇的街头巷尾却升腾起另一种
温度。

6月25日凌晨，当洪灾警报拉响，忠诚镇党委书记杨胜涛没想
到，一场由群众自发组织的“炊事行动”就此点燃——二三十名本地
村民率先聚集到临时食堂，用炉火为前线受灾的“家人、朋友、救援人
员”驱散无助。

学生和家长正在榕江县第一中学机房内填报志愿。

安置点全景。

村民自发到“民间炊事班”帮忙。

志愿者正在装盒饭。

榕 江 县 第
一中学 2025 届
毕业生正在填
报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