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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景韵润

自7月29日晚起，北京连续多天强降雨，直到8月2
日上午，天总算变晴了。

就在太阳出来的那一刻，89岁的李凤琴紧锁的眉头
渐渐舒展开来。只见她很平静地坐在救灾专用折叠床上，
床尾摆放着叠好的毛巾毯。这是李凤琴住在北京市门头
沟区三家店小学安置点的第三天。

“7月31日，大概中午一点多，我看到我住的那间屋子
的墙面裂了一个缝，就在我还没有回过神的一瞬间，屋门
前的路塌陷了，我的儿媳摔了一跤，骨折了，所幸没有生命
危险，儿媳住进了医院，我和我儿子被村委会工作人员送
到了三家店小学安置点。”李凤琴回忆起遭遇洪灾时的场
景，她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自己很幸运，一家人及
时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到这里安心多了，为了解决夜里上厕所问题，安置点
还特意给我准备了坐便。”李凤琴说，尽管现在回不去家
了，但是在这里也能感受到家的温馨。

与李凤琴感同身受的是一位62岁的居民韩立喧，她
在8月1日上午来到三家店小学。

“见过这么大的雨，没见过这么大的灾害。这一次下雨
时间长，所幸现在没有生命危险。在三家店小学安置点不用
担心吃住，住宿、喝水、一日三餐都有保障。”韩立喧感慨道。

北京门头沟区三家店小学是一所有着百年传承的老
校，走进校园，古色古香的建筑，郁郁葱葱的树木，与往常
不一样的是，这次有十间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房。

记者走进一间安置房看到，一张张救灾专用折叠床，
一箱箱矿泉水、火腿肠、方便面等食品有序摆放着，其中的
一个角落里还有不少书籍引人注目。

“昨天一位老师和几个孩子就在这里互动，一起安心
地读书、学习。”三家店小学党支部书记、小学校长田俊晓
介绍，在接到安置转移人员的通知后，他们特意安排了10

间教室，不仅做了防蚊虫准备，还特意准备了阅读区，丰富
文化生活。

门头沟区龙泉镇人民政府二级调研员刘成文介绍，这
次安置点保障了60多名受灾群众，白天和夜里都有值班
人员，还专门安排了医生、学校老师做志愿者，有些受灾群
众以前还在三家店学校读过书，熟悉环境，所以这次来到
三家店小学，情绪比较稳定。

在生活井然有序的安置点内，有一群女性
留下了忙碌的身影。

“31日轮到我在学校值班值守。因为预报
过当天会有大暴雨，我担心暴雨来时无法按时
到学校，于是选择早点出发。”三家店小学附属
幼儿园老师韩中悦回忆，她在7点多顺利抵达学
校，到学校后，先巡视校园，接着走进教学楼看
望前一天转移到学校的村民，正巧碰到了学生
和学生的家长。一个学生的奶奶告诉韩中悦，
孩子过来后一直在玩游戏机，还时不时下楼玩
水抓蜗牛，家人都不放心。

“我就在想我能做点什么呢。”后来雨势越
来越大，学校陆陆续续接收了很多安置的居民，
韩中悦便让年龄稍大的学生参与照顾安置到三
家店小学的居民。

韩中悦在工作期间发现，这些居民中有很
多人是带着小朋友来的，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她

很擅长陪小朋友一起玩游戏、做活动，于是她发挥自己的
特长，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看书、画画、捏泥、唱歌、聊天。

“一开始大家很害羞，但是慢慢地孩子们就放开了，我
们一起有说有笑，度过了一天。”韩中悦说，因为暴雨，当晚
她没有回家，选择继续在学校值守。

“坚守在岗位上，做好我的工作，就是我在这个特殊时
期应该贡献的一份力量。”韩中悦说。

门头沟区龙泉镇总工会副主席杜志琴告诉记者，只要
安置点的村民有问题提出来，我们就会想办法解决。家住
东南街社区一位65岁的奶奶，想回去洗漱，但是雨一直在
下，为了安全起见，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别回家，然后帮奶奶
接了热水，并稍微擦洗了一下，奶奶感到很舒心，为安置点
无微不至的照顾点赞。

“31日那天的雨是最大的，那是我第一回见这么大的
雨，路上水流很急，积水也很深，寸步难行，走在去学校的
路上，我的心里有点儿害怕，但是想着要尽快给大家送早
餐，我们就互相鼓劲儿，一起穿过小胡同，顺利到达了学
校。”门头沟区龙泉镇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王辛玉告诉记者，
安置点就是要为安置转移人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在这
里大家团结一心，协调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相
信一定能早日渡过难关。

截至记者发稿前，大部分居民都安全返回到家中，还
有三名居民，因为他们的房屋受灾比较严重，依然住在三
家店小学。

让暂时回不了家的人感受家的温馨
——北京门头沟防汛安置点见闻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亚菲

8月2日下午4时30分左右，K396次列车第二批近
500名乘客安全抵达北京丰台站，顺利脱困。

连日来，K396次列车900多名乘客的安危，牵动着无
数人的心。

7月30日，由于强降雨，内蒙古乌海西开往北京丰台
的K396次乘客列车被迫停在北京市门头沟区落坡岭火车
站，距离北京丰台站不到70公里。

7月 31日中午，停车点信号中断，路基冲刷更为严
重。铁路部门决定将全车乘客转移至安全地点避险。700
余人由车站工作人员和落坡岭社区居委会分散安排至社区
广场、铁路工务工区和居民家中休息，另一部分200余人在
站内停靠的列车车厢内休息。

8月2日凌晨，第一批328名旅客开始向山下转移，于
拂晓前抵达斜河涧车站，乘坐接驳列车到达北京丰台站。

8月2日下午4时30分，K396次列车第二批安全抵达
北京丰台站。到站时，车站已为乘客准备好药品、饮用水、
轮椅等物品。

乘客张先生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列车里困
了70多个小时，是武警部队的官兵走了十几公里路徒步护
送大家的。之后，武警部队官兵又马不停蹄去护送下一批
受困乘客。“武警官兵们没的说，在列车上乘务员们也很给
力。”

到达北京丰台站之前，这段脱困的路程共有15公里，
乘客们在转移过程中一直随身携带行李，所以一路走来十
分艰难。

赵女士告诉记者，在路上拿着行李又抱着小孩，十分辛
苦。后面实在走不动了，是武警战士帮她一路抱着孩子。“武
警战士们也还是孩子，看着怪心疼的。”

赵女士清晰地记得，武警战士们的军靴上满是泥泞，但
他们毫不在意，一直尽力帮助乘客转移。她还注意到一些
武警战士在维修路段，累了就睡在路边的大麻包上休息。

“路很不好走。你看我这个鞋，在水里洗过还都这
么脏！”张先生指着自己脚上的鞋说，“我们走了很多隧
道，在隧道里只能全力踩住台边走，其他地方水都比较
深。”

来自内蒙古的周女士，本打算带儿子去秦皇岛玩，途中
要在北京转车，没想到经历了这样一段旅程。回忆起被困
时的情形，周女士说：“在车上那会儿一桶泡面都很金贵，喝
水也紧张，物资不够时，大人都是先紧着孩子吃。”

周女士和儿子被安置在落坡岭村。“当时村里的洪水也
很大，村民自己吃的东西也很紧巴，可还是先紧着我们吃，
很让我感动。”

说起平安抵达北京丰台火车站的历程，周女士眼圈微
微泛红：“值得庆幸的就是无人遇难，这么快咱们就平安转
移出来了，这就是最好的结果。”现在她已和家人取得了联
系，报了平安。

周女士的朋友圈发了一条大家平安转移的视频，在
车上大家手里拿着食物和水露出笑容。周女士写道：“这
是一次难忘的旅行，记住了落坡岭的帮助和朋友的无私
奉献。我们也要把这份爱传播下去。”

截至记者发稿时，周女士等人已经被铁路局安置妥当，
住到了酒店。

K396次列车脱困旅客：“庆幸大家都平安”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杨娜

7月29日以来，京津冀地区遭遇强降雨袭击。中央气
象台实况监测显示，多个国家气象观测站单日降水量突破
历史极值。其中，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以及北京
昌平、门头沟局地累计降水量达到600毫米以上。

直面多次暴风雨的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坦
言，此次强降水“极端”“罕见”：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
累计雨量大、局地降水超极值、地形分布特征明显。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京津冀这轮强降雨如此极
端？

“这是强大的副热带高压、充沛的水汽和太行山山前
动力抬升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天气网首
席气象分析师胡啸介绍，首先是多种渠道的水汽为极端强
降雨的出现提供了非常强盛的条件。

其次从环流形势来看，在台风“杜苏芮”残余环流北上的
同时，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一个高压坝并长时间
维持。

地形影响也是此次强降雨的重要因素。马学款介绍，
当携带水汽的东风和东南风被太行山山脉阻隔，发生了激
烈交锋，水汽受地形阻挡抬升，集中在沿山和山前地区形
成极端强降雨。

8月1日，华北极端强降雨开始减弱，局地仍有中到大
雨乃至暴雨。但现在，还不是松口气的时候。北京市气象
台降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山区及浅山区出现强降水
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仍
较大。

强降雨来袭，遇到城市内涝应该怎么办？专家提示，
要注意接收气象和水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积水预警信
息。接到预警后，要尽量往地势高处躲避，远离那些地势

低洼的地方。要远离用电设施，避免因设施漏电引发危
险。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
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

当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床等物体
做水上转移，如果洪水来得太快，来不及转移时要就近迅
速爬上屋顶等地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慎落入洪水中或
被洪水冲走时，要保持镇定尽可能地放松身体，维持平衡，
抓住水中漂浮的物体等待救援。开车时遇到洪水，尽可能
不要冒险涉水，把车开到地势高的地方。在水位涨至车门
位置前尽快下车避险。

“未来几天，整个华北北部，包括河北中北部、北京、天
津这一带，阵雨、雷阵雨天气较多，且局地对流较强，可能
还会出现局地暴雨。”马学款提醒，虽然降水总体在减弱，
但受前期强降水影响，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效应，未来一段
时间仍需高度警惕。

气象专家谈京津冀极端强降雨这轮强降雨为何如此极端？
遇到城市内涝应该怎么办？

8月2日，K396次列车滞留旅客平安到达北京丰台
站。当时，北京铁路局开行临时列车，组织K396次列车
滞留旅客统一乘车返回北京丰台站。

据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接到
K396次列车滞留旅客将返回丰台站的通知后，他们迅
速组织部署，全力做好滞留旅客到站服务保障工作。
协调市交通委调配接驳运力点对点接站，共调用出租
车400辆到站等候，还协调网约车、免费摆渡车在停车
场备用。同时，协调丰台区卫生健康委，调用5辆医用
救护车到站区，为滞留旅客提供健康监测服务。此外，
铁路部门为滞留旅客设置专用出站通道，确保旅客快
速到达出租车调度站，铁路部门还免费为旅客提供打
车费用。

文：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耿兴敏/凌诚诚
供图：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

聚焦京津冀极端强降雨

8月2日，北京市门头沟区三家店小学安置点内整洁的环境。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杨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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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全媒体消息 据北京日报报道，在
此次强降雨抢险救灾中失联的房山蓝天救援队女
队员王宏春已于8月1日下午被找到，王宏春不
幸遇难，壮烈牺牲。

据了解，王宏春出生于1982年3月，北京市
房山区瓜市村人，生前系北京市某房地产公司主
管。2013年3月加入房山蓝天救援队志愿者团
队。7月29日暴雨侵袭以来，王宏春作为北京市
房山区蓝天救援队的一员，连续多次参与防汛救
灾。

7月30日20时许，房山蓝天救援队接到窦店
镇白草洼村一女子求助称，家里积水深约2米，自
己带着一个不满3周岁的孩子，特别害怕。救援
队立即组织包括王宏春在内的队员前往救援，因
途中积水太深无法通行，所有队员回撤。当晚22
时左右，王宏春随队配合琉璃河镇政府进行人员
安置保障服务。

7月31日凌晨3时左右，王宏春再次随队奔赴
白草洼村进行人员转运工作，4时多到达班各庄大
桥时，发现大桥地基损坏严重，通行存在很大安全
隐患，于是王宏春和其他5名队员配合两名路政工
作人员留守大桥，拦截劝导人员车辆，另外一组队
员徒步绕道3公里山路去往白草洼村转移群众。

31日上午9时左右，班各庄大桥下的河道突
发洪峰，王宏春等6名队员很快被洪水围困，他们
迅速穿好救生衣、戴好防护头盔，选择了弃车上船
的形式自救，但因山洪迅猛、水流湍急、水中漂浮物
太多等原因，导致橡皮艇翻倒，6名队员均被急流
冲走。接到王宏春等队友落水的消息后，在白草
洼村转移群众的6名蓝天救援队员立即赶来搜救。

31日上午9时30分，在下游约2公里处，两
名落水队员被找到并安全转移到当地医院。11
时23分，第三名落水队员被安全救上岸。16时
28分，第四名落水队员成功自救上岸。但因通讯
中断、道路封锁，河岸两边无法靠近，搜救队员分
多路对所有能靠近的岸边进行排查，同时启用无
人机进行空中搜索，均未找到另外两名落水队员。

8月1日15时38分，第五名落水队员王宏春
在河道下游约30公里处被发现，被救援上岸，经
法医现场确认，已无生命体征。

王宏春是房山蓝天救援队第一批队员之一，
她热心公益事业，经常自掏腰包贴补队里。2013
年刚入队的她就自费4700元购买了一套绳索装
备，用于队里的山野救援；在此次强降雨抢险救灾中，她安
顿好自己6岁的女儿和家人，自费购买方便面等食物送到
队里，为暴雨备勤的队友带来温暖。就在7月31日最后一
次出发前，她还提前一小时起床给队友煮饺子……

王宏春心系蓝天，十年来积极投身救援事业、尽己所能
参与救援活动，用自己的爱心与勇气，为无数受灾受困群众
带来了希望和温暖。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消息 此轮强降雨中，房山区是北京
受灾最重的地区之一，洪水给房山区青龙湖镇上万村带来
了不小的损失。雨停后，村民在村党总支书记杨国华的带
领下清理道路，重建家园。

上万村是个居住着4000多名村民的大村，在本次洪灾
中无一人受伤。据杨国华介绍，早在7月29日下午，雨还
没下起来的时候，上万村就开始转移人员。村“两委”干部、
全体工作人员全部到岗到位，反复入户通知，下大雨之前把
所有人员都转移到安置点。30名身强力壮的年轻村民，还
自发组成应急队，提前把铲车等机械设备安排在街道入口
处，方便及时营救村里的被困人员，因此上万村在此次洪水
中没有人员伤亡。

据了解，上万村分为南街和北街，村子往北不远，就是
一座大山，暴雨来临时，山坡上的水快速下泄，沟道里填满
了，就会冲上街道、胡同，袭击民房。这场洪灾，上万村不少
人家房屋受损，水泥路面被洪水冲得支离破碎，南街、北街
成了大泥潭。

8月1日，洪水刚刚退去，杨国华就和上万村的村民们
一起清理道路上的淤泥。杨国华今年53岁，已经当了15
年村支书。四天四夜在防洪一线坚守让她的双眼熬得通
红，脸上也透着的疲惫。她说，村里凡是家中受灾不太严重
的，都来当志愿者了，已有60多人。全村正在作业的铲车、
挖掘机共10多辆，车主、司机都是村民。

“这场雨下得这么大，我们村一个受伤的都没有，真得
谢谢你。”在安置点，独居老人纪春香给杨国华竖起了大拇
指，“打起精神来，咱上万村都是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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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房山上万村女支书
组织村民恢复家园

王宏春

8月1日，在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上万村，村民清理
山洪过后堆积的淤泥。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