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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

2024 年，我省经历了雨雪冰

冻、暴雨洪涝、地质灾害等 19 次自

然灾害过程。截至12月30日，我省

倒损居民住房重建修缮完成率达

100%，基本完成恢复重建任务，“不

漏一户，不落一人”承诺基本实现。

近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深入

恩施、宜昌、黄石等地实地探访，看

到群众一张张写满幸福的笑脸，听

到一声声感激与憧憬的话语，见证

着将倒房重建与乡村振兴相结合，

能安居更能乐业的“用心”；感受着

严守自然规律科学选址，筑牢防灾

减灾防线的“有意”；体悟着促进乡

风文明，让新家园承载更深文化厚

度与人间温暖的“真情”。

新家建在更安全的地方
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雯洁
通讯员 李伟 刘球

路边上，一座新屋矗立，铃铛声响起。
一群羊迎面而来，51岁的村民黄之延放羊回

家。两只小羊羔欢快地跑到前面，它们是数月前“死
里逃生”的母羊诞下的。

一公里外，大山深处，黄之延原来的家就位于山
体斜坡中段。兄弟姐妹成家后单过，他和老父亲相依
为命。

说起劫后余生的经历，他红了眼眶，潸然落泪。
7月，一场接一场大雨哗哗落下，村干部多次上

门动员转移，父子俩却说什么也不愿走。
“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经历过无数次暴雨，这

次肯定也出不了大事儿。”父子俩执拗地认为“家里
养了猪、羊、蜜蜂，老房子扩建到十几间，得有人守
着”。

7月13日傍晚，名叫“小咪咪”的黄狗拼命吠叫，
黄色泥浆水冒进屋里，不祥的预感笼罩着黄之延。危
急时刻，他录下视频发给最信赖的人——村党支部书
记彭钦艳。作为村里的灾害信息员，她马上赶到附近
观察。不好！山上涌下的黄色水流越来越大，彭钦艳
当机立断：“转移，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13日19时40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几名村干
部紧急将父子俩送至村里希望小学临时安置。当天
23时45分，泥石流从山上呼啸而下，碗口大的树瞬
间被冲断，正下方的一排房屋全部被冲垮，深埋于地
下。庆幸萦绕在父子俩的心间。躲过一劫的父子俩
感受到了另一股暖意：热腾腾的食物和全新的棉被送
到了手中。但他们心里仍紧紧揪着，家没了，以后该

怎么办？
“我想都不敢想还能建新房！”黄之延再度落泪。

力量在汇聚，重建在推进。
遵循自然规律合理选址，是首先遇到的一道难

题。经有关部门反复论证，老宅原址不适合重建。新
家安在哪？父子俩紧锁眉头。让他们喜出望外的是，
相关部门简化审批手续，上门为他们办理相关证件；
规划部门科学选址，避让灾害隐患区；村里干部和村
民也张罗起来，四处帮他寻找新的宅基地。最终，新
家安置在村道边、地势相对平坦开阔的地方。家，再
也不是深山中孤零零的一户，附近还有邻居相伴，交
通出行也更为便利。

7月26日，选址确定后，紧锣密鼓开工建设。村
支“两委”、驻村工作队不间断关心生活情况，帮忙加
快房屋建设进度和监督质量。不到3个月，新房就建
成入住了。逃生的“小咪咪”根据气味找到父子俩，一
同搬进了新家。

黄之延满意地指着新家——一栋三间一层的砖
混平房，笑着说：“房子主体总共花了近8万元钱，政
府给的各种补助资金就达7.2万余元。”

泥石流发生时，父子俩顾不上老宅里埋着的2万
余元现金。7月19日，大家帮忙联系租用挖掘机，从
废墟中找出被掩埋的2.2万元现金。更令他惊喜的
是，一只2斤小猪在废墟中坚强求生，被挖出来时还
活着，如今这只“猪坚强”寄住在同村乡亲家中，已长
成两百多斤“白胖子”，只有那根断尾还在“记录”着当
时的惊险一幕。

“感谢党，感谢政府，太多的感谢我说不尽！”黄之
延三度落泪，他充满希望地说，加盖工程马上竣工，他
争取早日把寄养在乡亲们家里的猪和羊全部接回家。

家门口就有工作岗位
希望日子像新房一样亮堂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菁华

通讯员 石中杰

双开防盗门大敞着，阳光从窗户里透进来，洒在
客厅的墙上，明晃晃的。12月26日上午11时20分，
马利君从家附近1.5公里的野菊花种植地收工后，向
来访的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一行介绍她的新家：“墙刷
白了，门窗焕然一新，但厨房还是沿用老式的灶台，我
和婆婆都用习惯了。”

家具虽不多，还有些旧，但地上的白瓷砖却异常
的干净、明亮。“以前的老房子还是泥土地面，现在是
瓷砖地，我每天清洁两遍，孩子还小，有时候会坐在地
上玩儿。”马利君背过身擦了把眼泪，称自己是个“苦
命人”。

35岁的马利君是阳新县白沙镇平原村的低保
户。两年前，丈夫因病去世，留下她独自照顾两个未
成年的孩子和年迈的公婆。2024年3月23日至24
日，阳新县北部地区出现风雹灾害天气，局部地区出
现10级雷雨大风，并伴有冰雹。狂风呼啸，冰雹敲
打，马利君家年久失修的老砖房侧面墙壁垮塌、屋顶
瓦片所剩无几，“房子一塌，感觉天都塌了。”将一双儿
女托付给公婆照顾后，马利君独自去浙江打工，挣钱
修建房子。

灾情上报，政策下来了。经当地政府批准，阳新
县应急局为马利君提供因灾倒损居民住房恢复重建
救助资金3.5万元，支持她们家在原地建房。

挪出家具、清理废墟，在原来的砖房宅基地上建
起了坚固的水泥房。新房不怕风、不怕雨，一家人心
里感到久违的踏实。对马利君来说，这不仅是遮风挡
雨的屋子，更是疗愈心灵的归宿之地。

“两个孩子都需要妈妈的陪伴，你愿意到村里的
农业产业基地工作吗？”村干部们体恤这个坚强的女
人，村党支部书记朱彦想了个招儿，“咱村里的企业，
在家门口就有一个种植和采摘野菊花的工作岗位，每
月大概有3000元工资，能帮你一把。”湖北金鹰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在平原村建设1030亩野菊花种植基
地，上缴村集体收入累计80余万元，为村民提供工作
岗位60个。一端连着百姓，一端连着市场，村企联合
发展成为平原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途径。

能在家门口就业，马利君感觉日子好起来了。
“屋子里明亮，日子才会跟着明亮起来。今年在

新房子里过年。”说话间，闲不住的马利君又拿起抹布
擦拭厨房的灶台，她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等明年攒下
钱，把二楼也盖起来，孩子就有自己的房间了。”

今年以来，阳新县先后遭受低温雨雪灾害、风雹
灾害和强降雨洪涝灾害，造成14户房屋严重损坏、
78户房屋一般性损坏。一笔一件救灾款物，汇聚成
重建的底气；一砖一瓦悉心垒砌，搭建起百姓安稳
生活的希望。截至目前，阳新县14户房屋倒塌重建
户，已全部完成建设；78户损毁修缮户已全部修缮
完成，共发放因灾倒损居民住房恢复重建救助资金
46.7万元。

众手相助一砖一瓦托起新家
灾后重建“暖心账本”写满真情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乐克
通讯员 李伟 钟绍媚

清晨，薄雾如同一条玉带，在三峡库区的山间飘
动，台子湾村就坐落在岸线山边。

村湾一处砖瓦新房亮眼，白墙蓝顶，简洁明亮，院
子里摆着几个水缸、锄头和簸箕，墙角堆放着旧衣柜
和一些杂物。“那些放杂物的地方等收拾妥当了，准备
建个小菜园，种点自家吃的青菜。”75岁的周宗炎坐
在门槛上，手里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绿茶。

看着不远处挂满金黄柑橘的树丛，他转头对老
伴说：“这么好的屋子，做梦也没想到会住进来。”

2024年7月9日晚，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袭击了
秭归县。沙镇溪镇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晚11点，
土层滑动变形，大大小小的石块和树枝七零八落。周
宗炎告诉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村里连夜紧急组织群众
转移，第二天山洪裹挟着泥沙倾泻而下，周宗炎的土
坯房瞬间坍塌，化为一片废墟。

“看着家没了，我真的觉得天都塌了！”回忆起那
天，周宗炎声音低沉，眼中满是痛楚。

周宗炎与老伴李凤英依靠种植4亩多地的柑橘
为生，近几年接连遇到意外，让日子捉襟见肘。去年
冬天的冰冻让柑橘减产一半，今年春天柑橘价格大
跌，成本都难以收回。

“再难的日子我们都挺过来了，可这次房子塌了，
手里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真的没办法了。”周宗炎抹着
眼泪，话语中透着无助。

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灾难过后，一股暖流迅速
汇聚在村里，托起了这个家的新希望。

“宗炎叔，别着急！房子没了还能再盖，省、县都
有帮扶，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村支书王俊的话像给
周宗炎打了一针强心剂。

很快，周宗炎一家被列为重点救助对象。在政策
支持下，他获得了房屋重建救助4.5万元、农房保险
赔付3万元，以及过渡期的生活救助1.8万元。

不仅有政府援助，邻里之间点点善意也汇成大
爱。“房子塌了，周叔你们一家先住我家。”邻居汤昌菊
拉着李凤英和周宗炎，安顿好临时住所。

村干部带着施工队上山勘察，商量建房选址。“人
家是来干活的，可把我们当自家人。”周宗炎说，“木
匠、泥瓦匠一干就是一个月，一天都没耽误，搭房梁的
工钱都没收。

与此同时，乡亲们也没闲着。大伙儿帮着搬
沙、搭脚手架。砖一块一块地垒起来，房子一点一
点地升高。不到4个月，一座崭新的砖瓦房拔地而
起。

周宗炎翻开一本“暖心”账本，细数每一笔爱心支
持：“政府各种补贴累计超过9万元，乡亲们你100元
我50元，爱心接力凑了3万多元，就连砖钱也有人帮
着垫付……是大家齐心协力，把我的家一点一点撑了
起来！”

“重建不仅是重修房屋，更是重塑乡风文明的机
会。”村支书王俊介绍说，在重建过程中，村里倡导孝
文化，鼓励亲邻互助，把家庭与乡邻的温情融入到灾
后恢复中。

爱心汇聚，点亮盏盏灯火。秭归县政府在原有补
助标准基础上，平均每户提高了2万元，并将过渡期
生活救助延长至180天。与周宗炎家一样，秭归县
142户受灾严重的家庭都在政策支持下住进了新房，
78户房屋修缮也全部完成。

夜幕降临，台子湾村灯光渐次亮起。周宗炎家的
窗户透出暖暖的灯光，与对面山头的灯火交相辉映。
他感叹道：“经历了这么多，这个小家是大家一起托起
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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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 （记者张乐克、通
讯员李伟、刘球）“新房子又结实又
漂亮，比以前好多了！”12月 25日，
在秭归县，因灾倒房受灾群众周宗
炎一家已经住进崭新的家。他感慨
道：“有这么多支持，才让我们能过
上安心的日子。”类似的温暖场景在
湖北多地上演，重建的不只是房屋，
更是生活的希望。截至12月30日，
全省因灾倒塌房屋需重建的 390户
已全部竣工，需修缮的 1121 户受
损房屋也全部完成，受灾群众安居
无忧。

今年，湖北多地遭遇低温雨雪、洪
涝等灾害，部分群众房屋倒损、生活受
困。面对灾情，全省紧急转移安置
9.48万人次，设置283个临时安置点，
并第一时间调拨救灾物资，包括3.9
万件帐篷、衣被和折叠床等。同时，中
央生活救助资金快速下拨，推动救助
工作高效展开。

新年将至，湖北省紧锣密鼓推
进冬春救助工作，全力保障受灾群
众温暖过冬。“当年因灾倒房，当年
完成重建。”省应急管理厅负责人介
绍，按照国家规定，因灾倒塌房屋的
恢复重建原则上在次年 10 月前完
成，但湖北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要求因灾倒塌房屋在春节前完
成重建。通过实施“倒计时”“销号
式”工作机制，以及县、乡、村三级联
动包干模式，全省受灾房屋重建任
务高质量完成。

冬春救助不仅要“住得安心”，还
要“用得顺心、穿得暖心”。湖北省各
级应急管理部门通过精准摸排，锁定
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并确保救助物
资迅速送达。12月18日，湖北省应
急管理厅紧急下拨棉被、棉衣等19万
件救灾物资，价值约1700万元，为群
众提供切实保障。

从重建房屋到分发物资，从精准
救助到及时安置，湖北以实际行动为
受灾群众撑起温暖的保护伞，让每一
盏灯火都更加明亮，让每一个家庭都
更加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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