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舟“请”出祠堂，“快快快，先上船”

“我报名， 我参加过龙舟赛！”“也算我一个，我
天生不怕水。”……

7月1日下午，受汨罗江洪水影响，岳阳市平江
县浯口镇五里村出现内涝，有村民需要马上转移。

因当地通信中断， 外部救援力量联系不上，怎
么办？开展村民自救！

五里村村委会当即决定，请出尘封在祠堂的龙
舟，下水转移村民。在征集志愿者时，村民们纷纷要
求加入。

该村村干部刘揽平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龙舟
平时安置在村里的祠堂里，属于五里村和邻村英五
村共同拥有，只有端午期间才会“请”出下水。

救援工具有了， 操控龙舟怎么办？ 龙舟长约9
米，比赛时需要足足14个人才能完成操作。

由于年轻村民大多在外务工，最终，村里成立
了一支5名年轻村民组成的龙舟救援队，“虽然人数
不够，但让龙舟正常运行没问题。”

“村口的小商店地势低，会不会遇险？”救援行
动开始，龙舟救援队直驱村口第一个救援点。

“快快快，先上船。”来到村里的贺阳春老人家
里时，洪水已淹没了一楼，祖孙俩正急得直跳。

救援队员一人掌舵控制方向，两人通过划桨控
制龙舟缓慢接近安全点，另外两人下水将祖孙俩接
到龙舟上。贺阳春祖孙俩被转移到了村上的临时安
置点，第一次的村民自救尝试成功了！这次成功，也
给队员们接下来的救援带来了信心。

五里村村支书毛成林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除
了转移村民，龙舟救援队还承担村里洪灾期间的物
资运送。

7月1日下午，村里已经断电。毛成林组织党员干
部收购了村子里商店内的物资，用作村里统一调配。

在完成村民转移后， 龙舟救援队又再次下水，
挨家挨户给村民送去方便面、饼干和矿泉水。

得知妻子获救，防汛前线的丈夫哭了

“一个个来， 一定把大家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
方。”平江县金蓝湾小区，与汨罗江仅隔一条怀甫西
路。7月1日上午，洪水倒灌城区，居民们无法下楼，
华容蓝天救援队队员前往救援。

家住水岸花都的宁女士怀胎六个月。她的丈夫
是当地一名公职人员。6月30日晚，宁女士的丈夫响
应号召， 前往其他地点驻守， 帮助固堤搬运沙袋。

“还好家里有些零食和牛奶。”宁女士说，由于城区
部分地区通信讯号中断，从6月30日深夜开始，她就
跟丈夫失去了联系。

在被华容蓝天救援队转移到安全地带后，宁女
士借队员的手机向丈夫报平安。电话那头，她的丈
夫失声痛哭，“我现在还在驻守点，不能离开，答应
我要照顾好自己。”

“这一片区域受困的群众太多， 先保证一到
三楼的人转移。”救援队队员车飞告诉记者，7月1
日接到任务， 他们于当天16时就赶到了平江城
区，直到2日凌晨才有间隙休整，全体队员就住在
平江县消防大队。该消防大队位于武深平江互通
不远处， 各地赶来的救援团队基本均在此休整。
大队给华容蓝天救援队分了一间办公室，一间十
余平方米的地方，铺上一层垫子，7名队员以此过
夜。

吃住怎么办？“情况允许时可以吃泡面，没有开
水就吃自热锅米饭。”车飞说。

7月2日中午，三湘都市报记者跟随华容蓝天救
援队继续开展营救。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居民划着
塑料船带着食物在水中穿行。“家里有老人？需要吃
的？好的，马上来。”周先生划着小船，给隔壁楼栋送
去一大包熟食。

他告诉记者，自己住在16楼，家里还储存了一
大箱包装熟食，暂时不需要转移，“把救援队救生艇
上的位置留给其他有需要的人。”

龙舟“请战”，村民自告奋勇组队救援
平江全县上下冲锋在抗洪救灾一线 本报记者兵分多路现场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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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台报道，本台被淹……”7月1日傍晚，平江县融
媒体中心一楼被洪水淹没，该中心记者发布现场报道，
引起网友强烈关注。

新闻背后，有何故事？

不到半小时，融媒体中心一楼被淹没

平江县融媒体中心大楼靠近汨罗江， 直线距离约
200米。

7月1日15时左右，20多名记者、编辑、后期制作人
员在办公楼写稿、剪片。突然，洪水涌进中心一楼，不到
半小时，一楼被淹没，连设备也来不及转移。

“赶紧走，带上必要的机器设备，到防汛指挥部对
面找个地方搭个临时办公点。”平江县融媒体中心党组
书记、主任李卫华一边喊，一边带着大家收拾。

“素材都在媒资库里，怎么办”“等一下，我在接防
指的电话”“稿子再等一个数据就好了”……

撤离命令已下，大家仍沉浸在工作中。这样紧张的
工作状态，自6月21日第一场强降雨持续至今。

突然，头顶的电灯黑了。停电了，大家不得不停下
手中的工作。

此时，整栋楼里，包括融媒体中心机关支部副书记
刘武林临时救援的3名群众在内，共有30人。其中，还有
一个9岁的小孩。

“赶快冲出去！”李卫华带领大家一起下楼，洪水已
经漫到一楼楼梯间。刘武林蹚进水里，发现水深齐腰，
连连摆手说：“不能走了。”

技术部主任黄红光大喊：“不能去！ 一楼演播厅没
有断电源，怕触电。”

大家只能返回二楼待命。

在洪水淹没的楼梯间，完成现场报道

外面风雨大作， 网络时断时续， 防汛指令没法传
出，新闻素材无法获取，工作无法继续。

大家仿佛被困在“孤岛”。
7月1日22时左右，李卫华接到电话，武警官兵带着

冲锋舟已赶到平江参与救援。 省内多地的蓝天救援队
正集结赶往平江。

没多久，蓝天救援队的皮筏艇抵达楼下，大家分批
依次登艇。

“真是特殊而有意义的‘七一’。”刘武林说。
李卫华提议：“我们自己报道一下自己吧， 本台报

道本台被淹！”
匆忙中，大家打着唯一能亮的应急灯，中心副主任

钟建武举着快要断电的手机， 主持人陈怡心抹了一把
脸，在一楼被淹的楼梯间，完成了“本台报道本台被淹”
的现场报道。

当晚23时， 汨罗江干流平江县城河段水位77.65
米，超警戒水位7.15米，为1954年以来最高水位。融媒
体中心最后一批人员从该中心撤离， 前往临时新闻中
心办公。

7月2日13时，平江县融媒体中心楼下仍有积水。
“暂时管不了中心被淹的车辆和设备了。” 值守在

平江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融媒体中心新媒体中心主任
周杏说，该中心全员坚守在岗，记者深入前线，编辑、后
期制作人员驻守临时新闻中心，及时发布最新情况。

此时，“本台报道本台被淹”的视频已刷屏网络。不
少网友为平江加油打气：“为了报道第一消息，辛苦了！
一定要注意安全！平江挺住！”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永涛 周磊

平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被困办公楼
在洪水淹没的楼梯间发出报道———

“本台报道，本台被淹”

7月2日，平江县中心城区救援现场。记者获悉，7月1日上午开始，包括湖南本土救援队之外，陆续有
江西、湖北等共计40余支团队近两万人赶到平江县参与救援工作。

扫码看视频

连日来，岳阳市平江县连遭暴雨，平江县中心城区多处内涝，城
区水位破70年纪录。众志成城，一致抗洪！目前平江县降雨已停，近
两万人正在参与防汛救援工作。 三湘都市报记者兵分多路现场直击
防汛抗灾一线。 ■文/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张浩 图/视频 顾荣 王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