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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猛涨，出乎村民预料
石寨村，起源于明朝正统年（1449年），

由郭氏郭仲一（田佑）公在此开创基业，村民
多为郭氏后人，是自然与人文环境保存良好
的客家农耕文化的典型，也是当地有名的旅
游景点。村里，一条宽约20米的小河穿村而
过，当地人称之为石寨河，下游就是松源
河。6 月 16 日，广东梅州蕉岭县出现大暴
雨、局部特大暴雨，石寨村因此遭了殃。

“以前河水也涨过，最多就淹过桥面，从
没见过发这么大的水。”6月16日下午4点左
右，河水不断上涨，李秀玉和大多数人一样，
好奇地去河边看水。“当时河水已经溢过堤
坝，路面上的水漫过了膝盖。”看到水还在上
涨，李秀玉赶紧往家跑。其间，她和邻居们
还帮着把侄子家酿的酒、收的稻谷和烟草搬
到了二楼，也就半小时左右，洪水已经到了
脚下，大家急忙向高处跑，而李秀玉侄子家
的房子很快就倒在水中。

李秀玉家房子所在位置地势较高，没受
到影响，当晚很多人到她家躲避洪水。“有个
96岁的长辈，一直生活在我们村里，他说一
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洪水。”

新旧两座土楼，旧楼部分坍塌
石寨村有新旧两座土楼，新楼“树德楼”

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旧楼“方楼”始建于明
代嘉靖年间。2002年，两座土楼和郭氏宗祠
一同被认定为广东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水位最高的时候，已经到了树德楼门
前的台阶，幸好没进来。”今年76岁的郭桂
兴，是村中唯一还住在树德楼里的人，回忆
起当天的场景，他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当时
有不少人都跑到树德楼躲避洪水。

相比树德楼，方楼地势稍低，暴雨加上
洪水，导致它部分区域发生坍塌。据当地村
民介绍，方楼内还住着几户人家，其中61岁
村民郭素环被困47小时后被成功救出。

6月 25日，现代快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村内除了方楼，很多老房子也塌了。据村民

们介绍，这些老房子大多有几十年，有的建
了快上百年。

“水涨得太快，根本撤不及”
“都塌了，哪还有家啊？没有家了。”坐

在村口小板凳上的村民郭军民今年69岁，和
老伴、儿子、两个孙女住在一起。“我们往外
撤的时候，水已经到我的胸口，什么都没来
得及拿。”郭军民家离河边近，房子是1980
年前后盖的，洪水退去，发现房子早已塌了。

郭军民的父母都 92岁了，和他们不住
一块，房子虽地势较高，但也进了水。“我母
亲情急之下爬上屋顶，在上面待了一夜，直
到洪水退去。”郭军民的父亲在此次洪灾中
去世。灾后，母亲被他弟弟接去松源镇上，
郭军民一家则住在村里的临时安置点。

离河岸边不远，67岁村民郭裕才有一栋
三层小楼，是2002年建的，混凝土结构。洪
水袭来时，他和妻子来不及向外逃，只能往
楼上跑。“在楼上就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是
那些老房子塌了，真的很吓人。”

村委会变成临时安置点
石寨村距离所属蕉岭县城34公里，暴雨

过后，部分路段山体滑坡，导致进村困难。据
村民回忆，6月18日，有直升机来投送吃的，6
月19日道路打通，救援物资得以运进来。

“很多人的房子倒了，没地方去，都临时
住到我们村委会去了，那边地势高。”村民郭
百均告诉现代快报记者，有一部分人在道路
打通后，去县城投奔亲戚了。

6月 25日下午，石寨村村委会，这里堆
放了不少救援物资，现场还设有领取点、医
疗点。“16日下午三四点钟，水位还在上涨，
我们就组织村民撤离，晚上五六点撤到村委
会的有150人左右。”石寨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郭学锋回忆说，17日凌晨四五点
钟，洪水不上涨了，他们又组织人员进行了
二次营救。“村委会闲置的老房子最多时容
纳了396名村民，这两天陆续有人被亲戚接
走，目前还剩80人左右。”

广东梅州蕉岭县石寨村，一个距离县城
34公里的客家古村，距今已有500多年历
史，每年都有很多游客慕名而来。6月 25
日，现代快报记者在现场看到，经历了6月
16日、17日的洪水侵袭，这里已经失去昔日
笃定的静谧古朴，道路的毁坏、房屋的倒塌
让村民乱了方寸。好在洪水已经退去，石寨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郭学锋告诉记
者，目前除了安置受灾村民，各项救援、恢复
工作也都在有序进行中。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谢喜卓/文 顾炜/摄

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6月22日
晚，安徽省黄山市全境启动山洪灾害气象红
色预警；24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气
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红色预警，这是今年
安徽省发布的第一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

6月20日至25日，歙县的雨已经下了6
天。6天里，一抹抹象征希望的蓝色在风里
雨里穿梭，他们是来自安徽各地的蓝天救援
队，他们中有快递员，有家庭主妇，有小店老
板，平时过着各自的生活，灾难面前迅速穿
上蓝色队服，跨过倒塌的树木，蹚过湍急的
水流，将被困的人们转移至安全地带，又把
宝贵的生存物资送进急需的村庄。

6月25日下午，现代快报记者跟随一支
由副队长陈伟玲带领，吴旋、朱海波、徐卫
萍、吴蔼骏四名成员组成的救援队，将200
余件生活物资送至受灾严重的歙县小溪村。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云龙 文/摄
部分图片由黄山蓝天救援队提供

是快递员
也是救援队最好的驾驶员

吴蔼骏是一名快递员，在黄山蓝天救援
队担任技术保障组组长，出任务时常负责开
车。救援队的公用车是一辆手动挡面包车
改装的，哪怕是在多处塌方的乡间小路，吴
蔼骏也能开着它以最快的速度去到需要救
援的村子。

最近，吴蔼骏新买了辆面包车，此前队友
还调侃“恭喜吴总喜提新车”。然而，就在救
援“6·20”山洪中受灾村庄时，因为公用车在

进行其他救援任务，吴蔼骏便开着自家面包
车赶来运送皮筏艇和救援工具。在离等待救
援的村庄还剩几里路时，膝深的积水挡住前
路，随后发动机进水，车子趴窝。

“车子趴窝了，他就把皮筏艇拖下车，然
后站在水里，一点点地把皮筏艇推向村口。”
技术保障组副组长吴旋回忆。

6月 25日，仍下着瓢泼大雨，吴蔼骏专
心开着车，避开一处处被土石覆盖的道路，
引领着装满救援物资的车辆赶赴小溪村。

是小店老板娘
也是坚守抗洪一线6天的勇士

“六天了，她停了生意，一天都没休息，
一直在抗洪一线救人、送物资。”吴旋给记者
介绍黄山蓝天救援队志愿者徐卫萍时，笑着
指着她说：“六天了，一次澡都没洗过。”个子
娇小的徐卫萍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不需
要洗澡，因为每天都泡在水里。”

6月20日洪水来袭后，徐卫萍就奔向转
移受灾居民、开辟道路、运输物资的一线。

“22日又来了一场雨，被冲倒的树、滑坡的土
又把刚开辟的路给堵住了。”徐卫萍说，“那
天晚上，我们只能徒步扛着一箱箱水，把物
资送进村里，身上被雨水淋湿了一遍又一
遍。”尽管衣物湿透，身上十分难受，徐卫萍
也只有等回到几十公里外救援队的更衣室
才能换上干爽的衣服。那天晚上，徐卫萍发
起了烧，她没休息，继续参加救援行动。

救援队的车子很快到了小溪村，徐卫萍
下车刚准备把物资搬进村委会的大堂，听说
两公里外的山上一名腿脚不好的老人需要
转移，她又一次冲在前面，跟着带路的村民，

跨过溪流、翻过倒塌的树木土石，冲向求助
村民所在的房子。她刚换上的干爽衣服、鞋
子，再次被大雨溪水打湿。

是家庭主妇
也是不万能却深受信赖的副队长

本次带队的陈伟玲，是黄山蓝天救援队
副队长，也是5人中年纪最大的，队员们喊她

“玲姐”“玲妈”。她拉高嗓门，向队员们传达
指令的声音，就像是在前往小溪村的路上，
在电话里叮嘱正在上高中的儿子按时吃饭
时的声音。

在赶赴两公里外求助村民家之前，她有
条不紊地嘱咐队员们换上救援装备。“我们
这次只是来送物资的，没带担架，就把绳子
带上了，到了可以做副简易担架。”

上山路上，可见湍急的水流顺着三十厘
米左右宽的土路，不断地冲刷而下，到处是被
山洪冲下来的岩石。两公里的山路有4处塌
方，其中一处尤为严重，十几棵松树混杂着泥
土把整条路给堵了，队员们只能弯腰扶着树
身，艰难通过。尖锐的松针，哪怕只是短暂接
触都可能扎破手掌，而树木之间被雨水泡透
的泥土，踩上去人很容易滑倒继而摔下山坡。

“看这个路况，我们等下很难把人抬下
来。就算是背，也很容易摔倒，那样会更危
险。”陈伟玲带着队员们爬上山顶，确认了村
民的身体状况良好，目前居住的房屋安全后，
给村委会打去电话讲述目前的情况。沟通过
后，村委会同意等道路疏通了再进行转移。

“没办法，我们救援队也不是万能的。”
陈伟玲无奈地告诉记者，“毕竟我们也只是
一群普通人。”

洪水冲击下，梅州客家古村几百年土楼部分坍塌

九旬老人：从没见过发这么大的水

大图：吴蔼骏和他泡水的面包车
左：陈伟玲；右：徐卫萍（扫码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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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方楼部分区域坍塌；下图：洪水冲击后的村子；大图：航拍石寨村现状

“红警中心”一群蓝色身影在逆行
快递员、小店老板娘、家庭主妇……面对歙县洪灾，他们变身救援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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