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连线

本报7月9日讯 灾后重建汇
聚人心。长沙跳马镇共组织了50
辆三轮车， 驾驶员们的敬业精神
与极具农村特色的三轮车构成了
曙光垸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目前， 随着浏阳河曙光垸堤
段的水位下落， 被洪水浸泡过后
的房间淤泥及破损房屋垃圾处处
可见， 在道路狭窄的灾区垃圾清
理现场， 农用小三轮车发挥了独

特的作用。
每天清晨，旗帜飘飘。跳马镇

各村、 社区的志愿者们驾驶农用
三轮车火速奔赴灾区， 志愿者们
个个“训练有素”，拎起工具就清
运脏乱的垃圾， 在上级部门的调
度下， 一车又一车的垃圾运往垃
圾转运站，短短几趟，农户家中的
垃圾杂物便已清理一空。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苏继纯

农用三轮车上演“清扫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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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战场在哪里，记者就在哪里

看，抗洪一线我们的“女子别动队”

洪水穿洲时她三进橘子洲

作为一名联系长沙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的跑线记者， 凌晨2
点睡觉是常有的事。7月7日凌
晨5时许， 湘江长沙站水位退至
警戒线， 陈月红终于舒了一口
气，发完稿子后，她倒头就睡，实
在是扛不住了。

陈月红多次前往防汛一线，
洪水穿洲时三次进入橘洲景区，
采访在洪水中坚守的景区应急
小组成员，用文字记录他们抗洪
中表现出来的坚韧与担当。

因为洪水围困、洲上与外界
陆上交通中断，陈月红只能从橘
子洲大桥步行进入橘子洲，每次
需要近两个小时，蹚水前行时根
本不知道哪里水深哪里水浅。她
的努力与用心得到了橘子洲景
区的肯定。橘子洲景区新闻发言
人彭志浩说，即便再忙他也会抽
空介绍情况，因为“发现你不仅
仅是为了做报道， 而是打心底里
真心关心我们这些人。” 如今，洲
上有新情况， 他都第一时间告诉
陈月红。

驻守望城五天
与一线队伍共进退

在望城驻守五天，虢灿不仅
晒得像一名防汛干部，声音也跟
他们一样沙哑。 无数个瞬间，她
深刻体会到作为记者的职责与
使命。

虢灿是土生土长的望城人。
她跑遍望城区南中垸、 大众垸、
团山湖垸、苏蓼垸等地，无论暴
雨还是烈日，与一线抗洪队伍共
进退， 还力所能及帮忙搬物资，
通知人撤离。

7月2日，第一时间得知李家
湖垸发生险情后，虢灿从大堤抄
近路在泥水中蹚过，爬上几米高
的涵洞第一个到达现场，第一个

发回现场视频报道。李家湖垸抢
险报道经三湘都市报官方微博以
及网站发布后，被多家媒体转载。

连续数天的一线坚守，单兵
作战，虽然历经被晒伤、中暑，但
同样在特殊时刻完成了融媒体
的练兵，虢灿深刻铭记作为一名
记者的使命与职责。

红脸的“女关公”勇敢战长沙

在记者的岗位工作已经10
年， 李琪对长沙的每一条江，甚
至江上的14个洲岛都非常熟
悉。连日来，洋湖苑靳江河倒灌
险情、龙王港望月湖管涌、黎托
浏阳河竹沙桥泵站闸口涵管险
情，她都在一线见证防汛人员的
团结奋战，也见证了坚持带来的
胜利。

7月3日，岳麓区龙王港望月
湖段大堤出现管涌，几百位防汛
人员正在奋战。这一天的太阳特
别烈，李琪一边帮忙发放正气水
等物资，一边在大堤上采访一个
又一个抗洪的故事。每个人的力
量都是有限的，她能做的，就是
传播大家团结奋斗的正能量。

连续几天在现场蹲守，每天
脸都被晒得通红。深夜回家的时
候，家人一边端上饭菜，一边打
趣：“红脸的‘女关公’， 在战长
沙。”此时，李琪想到的是，真正
勇敢的战士们是那些防汛一线
的人员， 是他们与洪水抗战，守
护家园。

跑遍宁乡
记录一个个奋战的身影

王智芳，一个身材娇小的宁
乡妹子。 汛期驻守线口宁乡县，
连日来冒着暴雨、顶着烈日，在没
有配备车辆的情况下跑遍宁乡县
的13个乡镇和近10个职能部门，
以及各大市场， 一直活跃在抗洪

救灾的第一线， 从现场发回37条
口播视频、图文消息。

从县城的各大市场到黄材、
沩山、横市、坝塘、大成桥、回龙
铺到水务局、教育局……几天下
来，王智芳记录着一个个逆流而
上的身影，也看到了大家灾后重
建的决心，第一时间通过三湘都
市报的官网、 官微将路况信息、
供电、供水、通讯等信息分享给
需要的人，对于需要的物资也第
一时间发布。

家在宁乡，也有亲友受灾严
重， 王智芳的心情是焦虑忧伤
的。 但是作为一个敬业的记者，
她以专业的精神做好抗洪报道，
传递着正能量。

女汉子通宵值守湘江路子堤

7月3日凌晨1点，吕菊兰驱
车来到湘江中路，刚到开福寺路
口，交警已经对从北到南的路段
进行交通管制，子堤漫过来的水
已经占据了三个车道。 她停好
车，一路沿湘江中路子堤，步行
至万达广场。一路踏水前行，3公
里的路程走了2个多小时。 一路
采访沿线守护大堤的防汛救灾
人员， 在长沙海事局竹山园站，
在风帆广场， 在五水厂堤坝，涉
水走到子堤旁，跟随防汛救灾人
员一起打着手机电筒巡查漏水
及管涌情况，全然无顾泡在水里
的双脚。

凌晨3点40分，得知长沙站
水位终于首次回落，吕菊兰立即
站在水中编辑稿件———《坚守湘
江边，终见水位回落》，只想让市
民朋友获得一份安心。 稿件通
过微博发出后，1分钟收到4000
多条阅读， 当看到不少网友留
言“为三湘都市报点赞”“辛苦
了”“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了” 时，
内心是骄傲的，为三湘都市报这
个团队，为记者这份荣耀。

他用生命给大家留下一片光明

6月22日至7月初， 湖南接
连遭遇强降雨，多条河流超警戒
水位，洪水灾情严重，防汛形势
严峻。

在省委、 省政府的领导下，
在省委宣传部特别是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的多次
指示和直接指挥调度下，湖南日
报社先后组织150多名记者投
入到采访报道中，报道规模前所
未有，至7月7日，共发稿4130
多篇，在PC端、移动端和各媒体
“两微” 等互联网平台的总点击
量近1.7亿次。

在这些奔走一线的记者中，
有一群特别醒目的身影———三
湘都市报女记者。她们看似柔弱
的身躯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冲在
危险的抗洪一线，传回了许多有
分量的甚至是独家的报道，在这
个夏天书写了“女子别动队”的
风采。

■本报记者 7月4日上午，本报记者陈月红在洪水包围的橘子洲景区采访。

洪水退去后，7月8日晚，长
沙县黄兴镇光达社区，家家户户
灯火通明。 但用生命给大家带
来光明的张灿辉却永远离开
了。7月6日23时许， 身为国网长
沙县供电公司 梨供电所员工
的他，在这里开展灾后重建，在电
力抢修过程中遭遇车祸，经抢救
无效次日不幸去世。他也是长沙
电力系统首位不幸倒在今年灾
后重建一线的员工。

一线奋战后又投入灾后重建

从6月30日起，53岁的张灿
辉便连续多日、不分昼夜地奋战
在 梨街道、黄兴镇等防汛抗灾
第一线。洪水退去，进入灾后重
建以来， 他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走家串户更换受损电表，检查漏
电保护器， 一户一户送电。7月6
日晚10时许， 张灿辉和同事还
在 梨镇陶公庙社区忙着线路
抢修、换表，“他接到光达故居台
区那边居民电话说停电了，就马
上赶过去了。”国网长沙县供电公
司 梨供电所台区班班长黄国辉
说，因为抢修工作量大，同事周广
和张力马上随后去增援。

光达故居台区在黄江公路旁
边。周广说，因为要分区域检修，
大家需要先碰头综合情况， 他们
赶到光达故居台区附近时， 电话
告诉张灿辉快到了，“几分钟后我

们赶到时，发现他已经出事了。”

“哪里电不照，辉哥立刻到”

在黄国辉眼里， 老党员张灿
辉， 工作近三十年来一直都特别
认真和负责， 而且很能吃苦。“他
管理维护的16个台区，20多年
来，从没发生过用电安全事故，我
们也从来没有接到一起客户对他
的投诉。”

黄国辉说， 在此次洪灾险情
期间， 张灿辉为浏阳河大堤临时
抢架了6公里长的防汛照明线
路，并安装了照明设备，每天还不
间断驻堤巡视、守护。

光达社区主任刘松柏说，平
时社区里那些独自在家的老人家
有啥事总喊张灿辉帮忙，交电费、
修电视， 他总笑呵呵地就把事情
办好了， 保预案落实、 保供电畅
通、 保淹没区断电……在光达社
区， 当地流传一句顺口溜：“哪里
电不照，辉哥立刻到。”

7月6日上午，因抢修电力几
天没回家的张灿辉，接到了80多
岁的父亲打来的电话。 张灿辉告
诉老父亲，他维护的台区还有30
户没有恢复供电， 等大家都用上
电了， 他就回家。 在同事的帮助
下，张灿辉剩下的30户用户如今
已经通了电， 可他却再也回不了
家。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谷家茹 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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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下午，张灿辉在长沙县 梨集镇更换灾后受损的电表。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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