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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我们离洪水只有二十米”
姻王天骄

河南科技学院：

众志成城，迎战“7·9”特大洪灾
姻本报通讯员 姚刚 吴玲玲 记者 韩琨

安徽师范大学：

圆灾区儿童一个小心愿
姻本报记者 陈彬

华中科技大学：贴心的送饭上门

虽然在宿舍看“海”出行不便，
但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同学却可以享
受到小船上门专送美食的服务。（右
图为后勤集团调船送饭。）

六月下旬至今，暴雨，洪水。
江苏、安徽、湖北、湖南、贵州、河南、四川等十多个省市受灾。这些地区的高校也不同程度地遭遇水灾。
令人欣慰和感动的是，从老师到学生，从学校领导到普通教职工，大学校园里的他们面对突发的灾害不仅

沉着稳妥地应对，更展现了乐观积极的态度。
本报选编了一组稿件，其中全景与花絮穿插，从大学生联结到小朋友，还有防洪抗灾情况的一线调研。他

们众志成城，关爱彼此，善良助人，在保持冷静的同时也留下了自己对于现实的记录。

武汉大学：

师生涉水“赶考”
姻本报通讯员 肖珊

编者按：

7 月 9 日已值周末，凌晨 3 时许，
河南省新乡市暴雨倾盆而下。

6 时 30 分，积水深达 50 厘米。
河南科技学院党委书记王清连、校

长李成伟等在校校领导相继冒雨涉水
到校园各处查看，预判灾情，研究对策。

水位在涨，暴雨在追，险情开始出
现。

校领导们当机立断，马上启动应急
预案，紧急切断电源，首先要防止意外
事故的发生。

此时，积水最深处已经没到成年人
腰部位置，校内所有车辆均被积水淹
没。为更好地了解从而客观判断校内各
处险情，学校的大型洒水车变成了抗洪
救灾的“临时指挥部”。

校园南环路上建筑物墙壁出现裂
缝，随时可能坍塌；人工湖水已经与
路面积水持平，分不清湖水与路面界
线，十分危险，必须马上拉起警戒线。

校内积水明显高于校外水面，而且
水面仍在不断上涨，必须果断砸开围
墙，破墙排水。

雨水大，积水深，一些窨井盖被冲

掉，水中布满漩涡、暗藏危险，必须迅速
排查并放置警示标志。

交通中断、电力中断、通讯基本瘫
痪，学生餐厅燃气无法正常启动，必须
马上从校外调运多个液化气罐和方便
食品向学生发放，保证万余名学生的正
常饮食。

正值学校放假，暴雨导致学生无
法前往火车站，必须安排调用新乡市
摆渡大巴，24 小时不间断接送返家学
生。

这些重大决定都是领导小组在洒
水车上仔细勘察校园各处灾情现场后
快速作出的。

9 日早上，家住小冀镇的后勤管
理处办公室主任申长奎得知学校受
灾后，立即冒着大雨，驱车赶往学校。
车行至距离学校 3 公里路程时，水深
无法通行。

没有任何犹豫，他果断弃车跳入
齐腰深的水中，艰难涉水两个半小时
方抵达学校，随即便与大家一起投入
到紧张的抗灾救援工作之中。

在疏通排水通道过程中，保卫处治

安科科长颜景田和大家一起，一锤一锤
地砸，一钎一钎地打。手上磨出了血泡，
脚上扎出了伤口，他全然不顾，始终坚
守在抗灾一线。

后勤管理处房产科杨鹏连续奋战，
全然忘记自己已经连续两顿没吃上一
口饭，眼前一黑，晕倒在地上。

校医院院长何茶叶在抗洪救灾过
程中累到重感冒输液，但听到有工作
任务下达时，完全不听劝阻，自己拔
掉插在身上的针头，跳起来就去处理
紧急事务。

为安抚滞留在校的学生，学团干部
冒雨深入宿舍，一层楼一层楼地爬，一
个宿舍一个宿舍地跑，一个学生一个学
生地通知。在摆渡学生的大巴车前，为
保证学生安全、有序离开，学团干部们
在水里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

后勤管理处处长李新置自己家被
雨水浸泡于不顾，全身心投入到救灾
工作中。第五党总支书记、后勤服务
集团副总经理乔有职夜以继日、昼夜
奋战，双脚长时间浸泡在水里，直至
溃烂……

新乡市企信会商务交流中心第一
时间组织了一批面包、饼干等食品以
及充电宝等应急物品，通过机电学院
教师杨青杰送达学校。机电学院志愿
服务队的师生自发行动起来，将物品
分别运送到教学楼、宿舍楼，发放到
学生手中。

后勤服务集团购买了蜡烛，挨个
送到行动不便的教师家中。艺术学院
为在校教职工购买了应急灯。高层没
水的家中，邻居送来了热乎的饭菜。
彼此叮嘱涉水时一定要注意各种安
全，相互帮忙将淹了的汽车拆卸并推
到高处晾晒。

经过两天两夜戮力同心的全员奋
战，11 日晨，洪水终于退去。11 日晚，校
园西区正常供电。

接下来，排空地下室积水、维修更
换各类设施设备、恢复供电、开展灾后
防疫等等，一系列关系到师生生活、身
心健康以及保障学校教学科研的重要
工作迫在眉睫。

这还将是一场硬仗，但经过奋战的
他们已经信心百倍。

入汛以来，安徽省遭遇一系列强
降雨过程，多地出现洪涝灾情。在这中
间，地处皖南的宣城市也没有幸免。面
对灾难，一支支志愿者队伍冲到了抗
灾第一线。

在这些队伍中，有一支特殊的“学
生军”。这支全部由安徽师范大学大
一、大二学生组成的队伍原本是来宣
城开展暑期实践的，但大灾面前，他们
迅速改变了原计划，加入到了抗灾队
伍当中。

作为一支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团队，安徽师范大学数学计算机
科学学院平民电脑学校“互联网 + 订
单式”志愿服务团队之前来到宣城的
目的，是计划开展一系列“互联网 + 订
单式”志愿服务和相关网络平台创建
活动，主要包括电脑义诊、网页制作、
网络平台创建、网络文明进社区等。但
当 7 月 2 日，他们到达宣城时，却得知
宣城正在遭受洪涝灾害的侵袭，当地
急需志愿者。在经过一番考虑和商议
后，他们决定改变实践计划，前往灾民
安置点，希望为抗洪救灾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贡献。

“在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我们负
责了物资搬运、捐赠物资的统计及在宣
城论坛的信息发布，并分派部分同学去
往民政局帮助统计汇总各类救援物资
信息。”作为志愿队的队长，安徽师范大
学大二学生章文承说，在参加抗洪志愿
服务期间，他们还注意到网络上存在负
面的和不当言论。为此，他们确定了“传
承志愿精神，共建清朗网络”的主题，并
开展“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的网络
文明宣讲，贴合团中央清朗网络的倡
议，尽力控制舆论导向，利用多样的方
式进行抗洪救灾的支援。

为了更好地帮助受灾群众中的老
人和儿童，志愿队还启动了“零壹助梦”
计划。“零壹即数学和计算机的二进制
结合，代表数计学院；助梦就是帮助老
人孩子完成他们的小小心愿。”章文承
说，他们深入灾区，为行动不便的居民

送水送饭，希望以此安抚他们的情绪。
作为大学生，志愿队的成员将自己

的很大精力放在了灾区的小朋友身上，
在各个安置点还未有固定教室前，队员
们就分批去往不同地点，走进孩子们的
房间，为孩子们带去糖果、画册等小礼
物，与孩子们互动；而在有了固定教室
后，他们又组织爱心小课堂，利用自身
师范生的专业技能，协助当地教师辅导
孩子的功课，在课余时间与孩子互动、
做游戏。

“我们希望用自己的热情去感染孩
子，拉近与孩子间的距离。”章文承说，
为此他们精心绘制了心愿墙，动员每
个孩子将自己的心愿写下来贴在心愿
墙上，并尽自己的所能帮他们实现。

“有些孩子的愿望很小很小，比如想要
一个魔方，想要 3 个作业本。我们就用
自己的力量帮他们实现了愿望；有些
愿望则是希望受灾人民早日回家，希
望洪水早日退去，还我们一个可爱的
家园。尽管单靠我们的力量无法完成
这些，但我们相信，有了党和政府的关
怀和帮助，这些愿望也将在不久后被
实现。”章文承说。

就这样，这些学生一方面借助网络
力量，在当地论坛共发布 200 余条物资
信息，引起了 15 万 + 的关注量；另一
方面，他们组织的“零壹助梦”计划，也
帮助很多孩子和老人实现了自己小小
的心愿。“虽然他们早日回家的心愿我
们没法实现，但我们的行为就是在为
之努力。”

在近十天的救灾实践中，志愿队的
每个人在帮助了别人的同时，也都收获
了属于自己的许多感悟和成长。“灾民
的每一个笑容，每一声谢谢，和小朋友
的一句‘哥哥姐姐好’都是我们宝贵的
财富。”章文承说，这次的实践之旅对他
们来说更是人生成长的一次不平凡的
经历。“服务他人、历练自身，我们在这
里收获了人生成长的印记。在这里，我
们知道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梦想，也都能
成为那个别人梦想的助梦人。”

7 月 6 日，正值考试时间，暴雨成灾
并没有打乱武汉大学师生的计划。

9:00，文理学部教五楼，学生考场全
部在一楼，共有 7 个考场。虽然外面还
下着雨，但是楼内干干净净、秩序井然。
只见一间考场内，学生正安心答题，监
考老师神色从容；一间考场内，学生们
已坐定，老师已在领考卷的路上，稍等
即可开考；另一间考场内，学生们被告
知，住在校外较远处的老师正在赶来的
路上，请他们安心候考。其他考场里，师
生正陆续赶来。

“学生们住在校内，从宿舍前来‘赶
考’比较顺利。老师们则因住地远近不
同，到校很不容易，到校后还得去领试
卷，所以出现了‘迟到’现象。”在教五楼
现场的本科生院教师李晓锋介绍。

“为了确保师生安全，学校一大早
就通过各渠道发放了停考通知。不过许
多老师体谅学生已购买回家车票，在充
分考虑安全情况后如期进行了考试。”
本科生院院长张绍东说，“没有按时赶
考的，可延期重考。”

“我早上在群里问了考场情况，大

部分学生已经去考场了，而且很多学生
已经买了回家的票，今天考试还是进
行。无法前来考试的学生，择期用 B 卷
考试。”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肖珺选
择了这一由学生做主的灵活考试方式。

还有许多学院（系）也选择了这种
方案。的确，不管下不下雨、雨下多大，
老师始终是学生的守护神。而在老师们
中间，各种正能量也在传递。

“武大周边一圈已经被淹，正门不
能走，茶港门不能走，八一路下穿通道
封了，西门外也有一段路被淹，有车已
经熄火。”“校内出现多处渍水情况，学
校正门牌坊及本科生院周边积水严重，
车辆暂不能通行。”……从 7:00 起，教师
群里闪个不停，正在涉水赶往学校的教
师们纷纷发布“最新实况”，互相打气鼓
励，提醒同事们注意安全。

暴雨，也许会让他们晾在高架桥上
进退不得，也许会让他们的车泡在水里
熄火……但作为师者，学生始终是心中
的牵挂。这种感觉犹如夜间行车，虽然
车灯只能照亮前方很短的路，但凭着小
心和热望，总能安全抵达目的地。

从清华园到西站，从北京到贵阳，
再从贵阳到织金，虽是一路顺风顺水，
却也难免觉得舟车劳顿。所以，6 月 27
日深夜，来自清华大学、打算做乡村幼
儿园改造暑期实践的九个“匠心 ers”，
在毕节市织金县的宾馆中睡得沉沉。我
们丝毫没有听到凌晨三四点时，窗外越
来越大的雨声。

6 月 28 日早上八点，我们被支队长
林涛急促的敲门声唤醒。他推开门，

“咚”一下沉沉一桶水放在地上。
“昨天晚上的雨下得特别大，导致

半夜发了洪水，织金半个城都被淹了，
现在停水停电。我和峻峰下楼去买了水
给你们用。女生水不够用的话可以下楼
向我们要。”

“洪水？”“停电？”
昏昏沉沉还没完全清醒的大脑并

不能完全理解这些词的意思。道了谢，
合上门，走回床边拿起昨天晚上就在床
头放好的干净衣服，触手间衣服潮乎乎
的，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这才心里一
惊，清醒过来。睁眼看向紧贴着床头的
墙壁，入目一片湿湿漉漉，雨水正在不
断渗进来，将墙壁晕出一个又一个深色
的圆斑。

按下灯的开关，意料之中的没有反
应。看一眼充了一晚上电的手机，29%的
数字比昨晚充电前还要少。把窗户打开
一条缝，探出头去，雨已经停了。街道的
尽头伸长脖子也看不真切，只能朦朦胧
胧地看到一片酽酽的黄褐色的水汽。

下了楼，才知道昨天夜里洪水所
及之处，离我们住的旅馆只有不到二
十米。而我们在 27 日晚停留到深夜一
点的餐馆，在三个小时之后———也就
是四点钟的时候，已经倒灌进了齐膝
的洪水。

不远处就是贯城河，河里的水涨满
了，漫过河道，淹没了附近的商店和街
道。警察们正在受灾的区域营救被困的
车辆和百姓。路上淤泥遍布，难以下脚，
眼看着一辆辆卡车驮着从水里拎出来
的报废汽车从我们眼前经过。商店里扔
出来的泡坏了的东西在路旁堆成高高
的堆，上面有几只被淹死的鸡，结绺的
羽毛和泥巴纠结在一起，死相可怖。

大半个织金县城已经停水停电，商
店里的食品几乎被买空，面包早已脱
销。我们胡乱买了些吃的，回旅馆的路
上，天上又掉起了豆大的雨点。被洪水
吓坏的人们神色慌乱，脚步匆匆，边念
叨着“又下雨了，又下雨了”边朝地势高
的地方一头跑。抖动的水帘，满目疮痍
的街道，慌乱的人们，颇有几分灾难大
片的意味。

去三塘和珠藏的路被封了，改造乡
村幼儿园的项目可能无法继续；暴雨影
响了物流的进程，清华附小的孩子们捐
赠给山区小朋友的图书和玩具不能按
时到达；不敢告诉父母织金受灾的情
况，因为害怕远在千里之外的他们担
心；没水没电没有网络，九个人围坐在
散发着潮气的昏暗的屋子里，开始有点
不知所措。

只在课堂上学过的词语，只在电影
里看见过的灾难，如今我们一群还没怎
么见过世面的学生却意料之外地、毫无
防备地身处其中。就算是最认真、靠谱、
细致的队长林涛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
的“匠心”支队还会有这么一天。

继续留在织金会不会有安全问题？
我们的实践还能不能继续进行？紧张不
安的一天，队员们都在讨论这些难题中
度过。最终，经过重重争论，结合了大部
分人的建议之后，林涛拍板决定———临
时改变实践主题，由乡村幼儿园改造实
践，变为织金县防洪抗灾情况调研———
虽然这样一来，我们之前所做的所有前
期准备工作、联系的所有人脉资源会全
部失效；并且没有做任何防洪抗灾准备
的前期工作，这方面的调研做起来会异
常艰难。但是，面对仅仅相隔二十米的、
一夜间让无数人倾家荡产的、老人口中

“十年不遇”“百年不遇”“千年不遇”的
自然灾害，我们觉得必须要做点儿什
么，才不枉我们这样来黔第一天就撞上
洪水的“运气”，不愧老百姓们提起“清
华”时的那一声赞叹。“即使是不成熟的
尝试，也胜于胎死腹中的谋略。”于是，
我们连夜设计问卷、分好组别、分配设
备、联系清华大学团委，第二天一早，三
个小组就分别顺着旅馆前的三条岔路
行走，去找居民、商家、警察、工人，提出
我们最想了解的问题。

洪灾第二天。我们真正走进洪水波
及的区域，脚陷在污泥里，和那些一夜
之间遭受无妄之灾的人们交流的时候，
才觉得前一晚设计的问题根本无用。每
个小店，每个人，自己就是一个故事。

有个小餐馆刚刚开业五天，天花板
上还挂着一串庆祝的彩旗，一场洪水却
把全新的桌椅都冲得七零八落；在菜市
场里卖鱼的老板平时把货物储藏在地
下室，如今地下室被水灌得满满当当，
虽然人没事，但是已经一无所有了；服
装店百元千元的服装被污浊的泥水染
成黑褐色，挂在架子上看不出原来的模
样；一个年轻人在洪水冲过来的时候骑
着摩托车去接奶奶，结果两个人都不幸
被大水冲走……成千上万受灾的人里，
安之若素的人少见，悲痛欲绝的人也很
少，大部分人看上去都不悲不喜，没有
什么情绪地坐在自家淋漓昏暗的店面
中发呆，或是默默低头做些简单的清
理。天灾不同于人祸，它不可避免。也无
处寻仇，让人们面对这种灾难时，无可
奈何地失去了哀乐，选择了平静。

不远处一片亮眼的橙色着装，是正
在清扫厚厚泥巴的环卫工人。他们每天
工作时间是凌晨 4:00 到晚上 22:00，如
今正在清扫城里的主干道———北大街。
一对环卫工人夫妇说，家里边也倒灌了
不少水，还没有完全清理好，空荡荡的
什么也不敢摆。可是总该先打扫好街
道，再回去收拾自己的家。家里两个孩
子，一个上高一，一个上高二，也因为这
次洪水而放假了，正好可以帮着做做家
务。其实，最为戏剧化的事实是，几天前
环卫工人们正在为政策无端减少工龄
的事情闹罢工，洪水淹城是意外情况。

淳朴可爱的环卫工人们思量着，如
果街道没人清扫，交通堵塞的话，整个
城市都将瘫痪。所以他们临时决定从罢
工状态出来救急，应对突发的洪水，清
扫完街道后再继续罢工请愿。他们不愿
把所有的事都上纲上线到什么“小家大
家”“家国情怀”，可是在泥泞的街道、暗
沉的天气中，听到环卫工人这样的回
答，我莫名觉得，眼前阳光明媚。

（作者系清华大学学生、“匠心”实
践支队成员）

我们亲历

图景

南京理工大学：
暴雨带来风景

一 下 雨 ，南
京理工大学校内
顿时像爱丽丝的
奇幻世界，还有
不少南理工学子
调侃，母校一下
子变成了南“洋”
理工，暴雨把学
校变得好美！

清华大学：调研

清华大学实践
支队队员走访贵州
织金受灾现场的环
卫工人。
（图片由各大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