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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骞

连日来，我省大部分地区遭
遇暴雨袭击，郑州更是陷入“汪洋
大海”，就在此时此刻，窗外的雨
还在下，下得心焦、下得心烦意
乱。

据郑州市气象局的数据，7
月 19 日 20 时至 20 日 20 时，郑州
单日降雨量 552.5 毫米。这相当
于 150 个西湖朝郑州迎头浇下。
气象数据还显示，7 月 20 日 16 时
至 17 时，仅一个小时，郑州的降
雨量就达 201.9 毫米。气象专家
称，郑州的日降水量和小时降水
量，千年一遇。

在朋友圈和微博等平台，想
必大家都看到了“泽国”郑州令人
揪心的画面。汽车横七竖八，或
侧翻，或车头栽入洪水，或身不由
己、随波逐流。

洪水中，一些画面让人颇为
感动。一个白衣女子在拍摄者的
惊呼中被水冲走，时而水没头顶，
时而勉强露出一个头。紧急时
刻，五六名男子从不同方向涉水
赶去，这个女子最终得救。在一
个地下通道的入口处，洪水奔泻
而下，一个中年男子被人奋力拉
上“岸”。道路被淹，十几个市民
抱成团，齐心协力过马路。在一
个地下商场出口处，人们像拔河
一样拉着粗粗的麻绳，顺绳拉出
来一个又一个顾客。雨还在下，
一个年轻的妈妈背着孩子涉水回
家，身后一辆车停下来，传来女司
机的声音：“上来吧！上来吧！”而
车上，已经拉了好几个陌生的路
人。郑州农业路上一家影院开放
全部影厅，供上千名群众在此过
夜，还免费提供热水；一个民宿老
板开放 50 家分店供群众避险。

“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出一把
力。”老板说。网友赞道：“这种温
暖总让人热泪盈眶，老板一定生

意兴隆。”
抢险救灾一线，当然少不

了我们的人民子弟兵。武警
河南总队郑州支队、开封支
队，中部战区空军某部，空降
兵某旅，解放军信息工程大
学百余名学员……或连夜请
战，或闻令而动奔赴雨夜，奔
赴郑州、中牟、巩义、开封、焦作
等地的水库、堤坝、决口处，携带
铁镐、绳索、橡皮艇、冲锋舟，用血
肉之躯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
安全。在我们平顶山，永安应急
救援队驰援郑州，精神抖擞、战
号嘹亮。从7月20日下午开始，
市慈善总会和市志愿者协会联
合组成的“抗洪抢险救援队”、
平顶山市蓝天救援队陆续前往
郑州。暴雨也致郑州大部分地
区停电，这注定电力职工彻夜无
眠。国网河南检修公司出动 13
支应急抢险队伍，逆水而上守护
光明。据媒体报道，在巩义的抢
险中，有 3 名救援人员失联。让
我们为他们祈福，也提醒救援人
员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河南日报》的一则报道也让
人动容。7 月 20 日傍晚，郑东新
区永平路小学“和美之声”管乐团
上海展演归来，因暴雨袭城，滞留
郑州高铁站。为给滞留乘客打
气，孩子们排成队伍，在老师的指
挥下现场演绎《我和我的祖国》

《傲气冲天》等曲目，用音乐生动
诠释“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
分割；我和我的城市，齐心力克大
雨滂沱”。

齐心协力，方渡难关。但在
社交媒体上，也有人急于表达“理
性”的声音。有网友翻出 2018年
的报道，质问郑州花几百亿元建
海绵城市，这些钱都是咋花的？
也有网友怪罪城市的排水系统不
给力。

从气象图上看，台风“烟花”

携水汽北上，偏东风把厚重水汽
通过沪苏皖送到河南，被郑州西
北的太行山拦住去路，就像《淮
南子》里的共工怒触不周山，雨水
暴降。

以降雨量为纵轴、时间为横
轴，坐标系清晰地显示，郑州一年
来的降雨量一直贴着横轴徘徊，
但在 7月 19日至 20日这一天，一
条高高的直线像针一样戳在那
儿，其象征的降雨量郑州难堪其
重。毋庸置疑，这是天灾。

郑州虽背靠黄河，但黄河是
著名的悬河，不给郑州添乱就不
错了，让其承担疏导郑州雨水的
功能，根本不可能。郑州的地下
排水系统修得再好，始终需要一
个最终的出口。当金水河被灌
满，还有哪条河道能承担郑州的
分洪之责？答案是没有。按照郑
州打造海绵城市的规划，2020 年
仅完成建成区总面积的 22.5%，
2030 年才达 88.7%。以这次的雨

量，若要减小城区积水，提高城市
安全系数，只能按部就班，交给时
间细细打磨。

有公民意识固然是好的，但
在危急时刻，我们首先是人民，应
齐心协力抢险救灾、互助支援，哪
怕出不了力，也可以打call。待雨
过天晴、积水退去，我们再做公
民——反思、建议，乃至提高。

目前，孙俪和邓超夫妇、杨
紫、黄子韬等明星纷纷为郑州、为
河南慷慨解囊。腾讯、阿里、小米
等企业也以实力履行社会责任。
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都开通了捐
助账户，如果网友实在忍不住想
敲键盘，也可以敲一行数字捐过
去，也不失履行公民之责任，为抢
险救灾出一分力。

现在正是八方支援的时候，
且把争论放在一边。危难之时显
身手，让我们齐心协力，伸出援助
之手、打call之手，风雨同舟，早日
回归岁月静好。

抢险救灾、互助支援，不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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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光明

这几天，河南所遭遇的强降
雨天气牵动人心。郑州等城市发
生严重内涝，多处水库、河流遭遇
险情，铁路、公路及民航交通受到
严重影响。截至目前，洪灾已造
成郑州市区 25人死亡，河南防汛
应急响应级别也由Ⅱ级提升为Ⅰ
级。

这次强降雨来势凶猛。以郑
州为例，7月17日20时至20日20
时，郑州降雨量达到 617.1mm。
这几乎逼近该地区常年平均全年
降雨量（640.8mm），相当于这三
天下了以往一年的量。其中小
时降水、单日降水均已突破自
1951 年郑州建站以来的历史记
录。这种罕见的极端天气，给应
急处置、抢险救灾带来极大的挑
战。

目前，降雨仍在持续，全国各
地的救灾力量正在向河南集结。
此时此刻，全力救援、共渡难关，
是举国上下极为重要的任务。

其实人们对极端天气并不陌
生，但在发展日新月异的城市空
间里，灾害可能会以新的方式出
现。比如在此次灾情中，地铁被
困、医院停电等，都是此前较为罕
见的情况。这些都提醒，应该始
终把应对极端天气当成“新课
题”，在城市功能升级完善的同
时，要给可能发生的灾害留下充
足的提前量。城市发展到什么程
度，应急预案就该更新到什么程
度，无论是刷新天际线，还是开拓
地下空间，应急机制都应始终在
场。

此外，在城市管理上如何给
极端天气预留更多位置，同样值
得思考。比如在何种条件下应

该停工停产停运，这些显然也有
待 管 理 部 门 形 成 更 系 统 的 方
案。根据以往的经验，刮风下雨
给城市整体按下暂停键的情况
并不多见，但这次强降雨，让人
看到了极端天气给城市空间带
来的巨大危害。城市的动员机
制，在何种形势下如何启动，应
当被细致梳理。

救灾仍在继续，更多经验总
结需等到救灾结束后方能得到更
清晰、系统的结论。眼下，尽快恢
复社会秩序、保障正常生活同样
是当务之急。突如其来的灾害在
短时间内阻断社会运转，但无论
是灾害应对还是灾后重建，都有
赖于社会功能的正常实现，确保
物资调配、人力支援可以快速到
达。因此，稳住社会秩序，此时此
刻尤为必要。

据气象部门估计，本次强降

水或到 22日结束，极端天气终会
过去。灾害之后面临的问题也
应该尽早提上日程，做到有备无
患。比如对财产损失、灾后返
贫、经济困难这些常见的灾情影
响也应当早做准备，保险机制、
社会救助应尽快动员起来。此
外，灾害之后须防大疫，尤其是
在当前疫情风险仍然存在的情
况下，灾后的卫生保障需格外注
意。

面对自然灾害，最正确的态
度永远是那句颠扑不破的“未雨
绸缪”。无论是罕见的天气，抑或
是城市格局里新出现的风险点，
都给现代社会的“绸缪”提出了新
的考验。人们与自然灾害的斗
争，必然是个认识不断深化、机制
不断健全的过程。我们有信心战
胜灾情，也有决心查缺补漏，增强
抗风险能力。

极端天气应对，始终是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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