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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协办

为为了了村村民民平平安安度度汛汛
□本报记者 刘欣欣

———记昌平区南口镇长水峪村党支部书记张长利

一对“快慢”搭档的行车日常

□本报记者 边磊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昌平区南口镇长水峪村位于
北京的西北部， 坐落在燕山山脉
的山根底下， 是一个有200多户，
500多人的小山村。 张长利是长
水峪村的党支部书记， 也是一名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

他每天巡视防洪渠， 确保排
水畅通； 他巡查可能出现险情的
村居 ， 将村民转移到安全的位
置； 暴雨中他连续40小时值守，
直到确保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几年来， 在防汛面前， 张长利把
村民的生命安全永远放在第一
位， 不分昼夜地坚守在工作的第
一线。

有人问他， 这么拼是为了什
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用经常
跟村干部们讲的一段话来解读：
“我们早晚会退下来， 等退下来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我们给村里
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那就是
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 我就问心
无愧了。”

为了防汛该花的钱一分
都不能少

长水峪村是建档立卡的低收
入村， 村里经济条件不好， 集体
收入几乎为零， 村里的支出都靠
财政直接拨款。 对于办公开支，
张长利一直秉持着能不买的就不
买， 能少买的就少买， 能重复用
的就重复使用的原则， 节省一切
开支 。 然而 ， 对于铁镐 、 手电
筒、 反光背心、 雨衣雨鞋等防汛
物资和防汛器材的购买， 他从不
含糊。 “虽然咱们村没钱， 但是
在防汛面前， 该花的钱一分都不
能少。 即使经费再紧张， 也要保
证防汛物资随时能投入使用。”

“这是因为张书记在思想上
对防汛工作非常重视， 没有一点
侥幸心理。不仅他绷好这根弦，也
要求全体村干部和工作人员严格
执行上级关于防汛工作的要求，

而且标准更高。 ”长水峪村第一书
记许顺新评价说。

今年自从入汛以后， 张长利
每周都要开一次村两委会， 研讨
防汛工作。 他每天都关注昌平地
区天气预报 ， 如果出现汛情预
警， 就利用广播、 微信群， 由村
里统一向全体村民发出提醒， 并
指导村民该如何做好防护工作。

张长利身兼多职， 他不仅是
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还是村旁一
条防洪渠的河长。 从即将进入汛
期开始， 他每天坚持巡视一圈，
发现河道有淤堵的就立即清理，
保证排水畅通。 因为有旧疾， 他
的双腿疼痛难忍， 大家都心疼地
劝他休息， 张长利却说： “在这
非常时期， 我不可以脱岗。”

关注重点群体 危房村
民提前转移

高秀红是村里的重点关注
户， 她身体就不好， 大儿子今年
21岁， 先天性残疾； 小女儿刚满
3岁。 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是她丈
夫。 然而， 去年10月份， 她丈夫
脑出血， 抢救过来后留下了半身
不遂的后遗症。

高秀红的娘家没有给她留下

房子， 这么多年来， 她和来自山
西的丈夫都是在村里租房住。 自
从丈夫患病后， 没有了稳定收入
的来源 ， 为了找到更便宜的房
子， 高秀红在邻村花塔村租了一
个小院， 一个月的房租只要200
多元钱。

这时有人会问： 为什么这么
便宜呢？ 原来， 她租的小院有3
间房子， 但都是上世纪50年代左
右盖起来的砖木结构的石头房。
除了边角的地方用了一点砖外，
墙体大都是用土和石头垒起来
的。 3间房屋的窗户全部糊的是
窗户纸， 屋里的墙面也都糊满了
报纸， 如果撕开报纸， 就能看到
土坯， 用手一抠就能抠下来一大
块。 用高秀红的话说： “这房子
比我年纪都大 。 我也知道不安
全， 但是也没什么别的办法。”

村里的重点关注户， 有的是
因为经济条件不好的， 有的是建
房位置不好靠近山根的， 还有房
屋破旧的。 对于这些重点户， 张
长利按照区域分片， 每个村干部
直接负责一到两户 。 而最困难、
最危险的高秀红家， 张长利留给
了自己。

“虽然她不住在我们村里，
但她是我们的村民 ， 必须要关

注、 关心她家的生活情况。” 今
年， 张长利到花塔村看望高秀红
一家不下10次， 持续关注他们的
生活需求。 入汛前， 他将关注点
聚焦在了这个遇到大雨随时可能
坍塌的房子上。

“这一家子的情况不好， 一
个是残疾、 一个是半身不遂、 一
个娃才3岁， 一旦雨大了， 房子
出现点问题， 他们跑都来不及。”
张长利不无担心地说。 于是， 他
立即决定利用村里现有的住房 ，
腾出来让高秀红一家免费居住，
安全度过汛期。

虽然村里能够提供的房间不
大， 只有十几平方米， 一家四口
住着 有 些 拥 挤 ， 但 是 坚 固 安
全 。 高秀红一家人在今年入汛
前， 高兴地搬回了长水峪村。 一
提起这事， 她激动地说： “张书
记表面上严厉 ， 但是个暖心的
人， 处处为村民着想， 他就是我
们的亲人。”

在7月中旬北京的一场大雨
中 ， 降 水 量 最 大 的 地 方 就 是
昌平南口的花塔村。 “如果高
秀红还住在那个破旧的房子里，
真不敢想会有什么后果。” 许顺
新感慨道。

暴雨中40小时值守确
保村民安全

除了高秀红外， 村里还有七
八户人家的房子坚固性一般， 他
们也是张长利的重点关注对象。
汛期， 他要求村干部直接到包户
家中巡查， 一旦出现险情预兆，
就迅速将村民转移到新建的文化
活动室内。

8月11日17时40分 ， 市气象
局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 11日18
时， 市防汛办发布防汛黄色预警
响应启动单， 定于11日24时对门
头沟 、 房山 、 昌平 、 平谷 、 怀
柔、 密云、 延庆等区启动防汛黄

色预警响应， 8月12日8点启动全
市防汛黄色预警响应……预警通
报接二连三地传递过来， 张长利
立即通知全体村干部和工作人员
到村委会集结待命。 随后， 他安
排大家按照入汛前就分配好的
方 案 ， 各 自 走 访 容 易 出 现 危
险 的 房 屋 ， 他 在 村 委 会 办 公
室值守。 期间， 大家把走访发现
的问题整理、 登记、 备案， 一旦
发现新的隐患， 就立即打电话给
他直接沟通。

全村都查询了一遍之后， 张
长利组织大家汇总情况， 针对出
现的问题立即解决。 村干部24小
时值守， 轮流回家吃饭。

次日， 大雨如期而至。 “这
次的降雨没有7月份那次的大 ，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
张长利回忆说。

那天下午， 等雨势稍弱了，
张长利便带着全体村干部再次走
访村里的重点户、 到村民家里巡
查电路。 一切都没问题了， 他才
安排村干部回家休息。 可他仍然
在村委会现场值班， 一直到预警
期结束， 值班将近40个小时， 期
间， 饿了他就啃点方便面充饥。

“对我们来说， 最大的安全
隐患就是降雨给房屋带来损坏，
甚至造成的人身伤害。” 张长利
说。 其实， 房屋最怕的是小雨，
因为小雨持续时间长， 泥土砖有
吸水性， 小雨连绵不断， 慢慢渗
入， 最容易造成房屋漏水， 给房
屋安全带来隐患。

张长利说： “今年进入主汛
期后， 昌平区南口镇的降雨量跟
往年比大很多， 持续的时间相对
来说也更长。 但是村里经过了这
些大雨、 小雨的冲刷， 村民没有
因此受到任何的伤害 ， 全部安
全。 但是， 我们还要一如既往地
细致， 不能存有任何麻痹和侥幸
心理， 认真执行防汛措施， 确保
2020年平安度汛。”

10多年前， 鲍威与王华离开
北京 ， 分别前往不同的地方入
伍。 如今， 他们在北京市公交集
团客运一分公司公交300路 （内
环） 车队， 每天风雨无阻， 驾驶
着公交车为百姓出行提供服务。

“咱们驾驶的这条线路， 既
要稳妥又要果断。” 这是鲍威常
在带新徒弟时的开场白。 300路
（内环） 快车是双层公交， 围绕
北京的三环路采用大站快车的方
式行驶， 鲍威是该线路末班车的
驾驶员之一。 正如他所驾驶的线
路一样， 他的工作方式也是雷厉
风行， 凡事必定找出窍门， 才能
保证工作效率。

300路 （内环 ） 快车全程没
有十字路口， 却有120余个主路
和辅路相连的进出口， 这就需要
驾驶员贴上 “稳” 的标签。 鲍威
在复产复工后， 主动申请每日驾
驶最后一班车 ， 用雷厉风行的
“快” 将乘客平安送达。

夜间的客流量并不比白天
少， 一天， 车辆行驶至紫竹桥站

时，有位女乘客上车还未刷卡，突
然就向驾舱方向倒下。 鲍威见状
立即伸出双手， 一只手托住了女
乘客的头部，另一只手扶住肩部，
避免头受到撞击。 “各位乘客，前
门处有位乘客晕倒了， 麻烦帮忙
让个座位。 ”他边说边用身体推开
驾舱门， 转头协调车内乘客帮忙
抬女乘客的腿， 并且请乘客帮忙

打开窗户，保持车内通风。 “小王，
帮忙拨打下急救电话， 然后将车
内乘客引导换乘下一辆车。 ”鲍威
说。 他安排着，手却一直没停，轻
拍乘客肩膀，不停地和她说话，希
望能唤醒乘客的自主意识。 他有
条不紊的高效操作， 为晕倒的乘
客赢得了急救时间， 并且没因为
意外的发生而影响其他乘客出

行。 鲍威说：“部队的经历让我学
会沉着冷静， 面对突发事件时更
是要争分夺秒。 ”

与鲍威并肩奋斗的王华， 行
驶方面与鲍威截然不同： 他是细
致入微的 “慢 ”。 王华的 “慢 ”
是时间累积出来的， 更是对荣誉
感的向往。 虽然距军旅生涯已经
10余年之久， 但在王华脑海里，
始终忘不了第一次走进部队， 看
到的那面荣誉墙带来的鼓舞。 当
加入到300路 （内环 ） 车队后 ，
他看到车队所获得的荣誉， 便下
定决心要为这面荣誉墙而努力奋
斗。 特殊时期， 白天他为乘客提
供公共出行服务， 下班后他深入
社区， 是群防群控中的一名志愿
者。 工作中， 王华以服务著称，
常坐他车的乘客都知道这位身材
微胖的驾驶员爱笑、 体贴， 社区
服务中他的热心、 亲切赢得街坊
四邻的肯定。

王华家住西坝河南里社区，
只要是他在岗 ， 必定会带着口
罩、 手套、 消毒液等东西， 一是

为志愿者提供保护措施， 二是为
居民提供保障方式。 “王阿姨，
您这口罩旧了 ， 用我这个吧 。”
“张叔， 您回家前用我这酒精消
下毒。” 与王华一起值守的志愿
者都知道， 他是在疫情防控之初
就申请参加群防群控工作的， 而
且自备防护用品提供给大家。

王华受母亲的影响， 将邻居
看作亲人， 从最初的协助测量体
温 、 登记信息等基础性工作开
始， 慢慢与社区大部分居民熟识
起来， 他开始为在家隔离的人员
送快递、 送外卖。 他每次都将东
西放在门口， 敲一敲门， 等居民
回应了之后才离开。 一门之隔，
王华熟悉他们的声音， 更渴望能
看看他们的样子， 有时他也会将
健康饮食的小秘籍写在纸条上，
与大家一起抗击疫情。

鲍威和王华都在退伍后选择
成为了公交驾驶员， 部队中的荣
誉感既是传承也是动力。 虽然身
上的装束有所改变，唯有更用心、
更尽心才能不负人民的信任。

———北京公交集团客运一分公司驾驶员鲍威、 王华

王华 （左） 与鲍威 （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