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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第一时间针对

河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随后又提

升至三级，迅速派出救灾工作组赶赴洪涝灾

区一线指导开展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选派

工作人员和医疗专家参加工作组。国家发展

改革委先行安排河北1亿元用于灾后应急恢

复重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安排资金用于支

持受灾群众生活安置和生产生活恢复。

河北省全力加强灾害救助。省减灾委

连夜派出 9 个工作组分赴各市开展救灾工

作，及时下拨救灾资金和物资；灾区卫健部

门组建巡回医疗队为受灾群众提供上门健

康服务，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对灾

区受污染饮用水实施全覆盖式巡查。

一条条道路正全力抢通——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按照“随断随抢、随

抢随通”的原则，对断交路段采取搭设应急

桥梁、开辟临时便道等措施，断交路段24小

时抢通，特殊情况下48小时抢通，确保救灾

人员和物资运输畅通。对非断交水毁路段，

加强巡查，及时清理边坡落石，处置路基塌

方，消除隐患，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河北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养护保通部

部长臧燕勤介绍，截至8月4日16时，已抢通

1011处、占比81%。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已抢

通90处、占比70%，农村公路已抢通916处、

占比82%。

一束束信号重新恢复——

8月3日一早，河北涿州灾区的不少群众

收到一条短信：“涿州的乡亲们，因暴雨致通

信中断……目前可从空中恢复停网区域的

公网通信。请尽快联系家人，耐心等待救

援。祝平安！”

通信畅通是防汛工作的基础与保障。

灾情发生后，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召开重点

地区防汛通信保障工作专题调度会，三大通

信运营商迅速响应驰援涿州。

一盏盏灯渐次点亮——

河北省市县三级电力部门开展24小时

应急值守，全力抢修受损电力设施。国家电

网组织国网天津、冀北、山西等派出运维保

障人员，调配低压应急发电车及小型发电机

支援河北。

托稳百姓“菜篮子”，全省肉、蛋、菜、奶、

果等生活必需品货源渠道畅通，供应充足；

严防次生灾害，加强对塌方、滑坡、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的巡查预警，排查整治大中型水库

风险隐患；强化环境消杀，全省累计派出卫

生防疫队超320支1000余人……

在保定市易县七峪乡一处塌方现场，70

多名村民搭起 100 多米的物资接力“传送

带”，正在运输面包、方便面等。

“救援队伍抢通应急通道后，乡亲们也

积极自救，主动运输物资。”看着逐渐下降的

水位，七峪乡党委书记赵菲菲说，“请总书记、

党中央放心，我们有信心让受灾群众早日恢

复生产生活。”

（三）

目前，本轮降雨过程已经明显缓解，但

防汛仍处在最吃劲的时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

务必高度重视、压实责任，强化监测预报预

警，加强巡查值守，紧盯防汛重点部位，落实

落细各项防汛措施。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河北省委、省政府筑牢底线思维，及时调度、

周密部署、一线督导，相关地市、厅局加强会

商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广大干部群

众万众一心，确保各项措施落细落实。

水利工程是防汛抗洪的重要安全“屏障”。

8 月 2 日 12 时许，位于河北邢台的临城

水库第一溢洪道。随着闸口调整，下泄水流

明显变小，出库流量从每秒100立方米减少

为50立方米。

“此次强降雨以来，临城水库充分发挥

拦洪、滞洪、削峰、错峰作用，及时调整出库

流量为下游减压。”临城水库事务中心副主

任王兴介绍。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传来消息，截至

8月4日，全省统筹调度32座大中型水库削

峰拦峰；陆续启用小清河分洪区，兰沟洼、东

淀等多处蓄滞洪区，分减洪水18亿立方米。

8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提醒受灾地区尤

其是山区要防范次生灾害，切不可松劲。

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河北各市县

强化实时监测预警，及时发布暴雨、山洪、地

质等灾害预警，科学有力防范应对。

截至8月4日7时，张家口、承德、保定、

邯郸、邢台、石家庄、秦皇岛等7个市40个县

（市、区）产生山洪灾害预警10934次，通过监

测预警平台累计向9.07万名防汛责任人发送

预警短信38.98万条，县级启动预警广播2.85

万站次。

河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

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期，通过三大运营

商向社会公众发送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短信

2.2亿条。

目前，洪水正在由上中游向下游推进，

如何让洪水安然入海是接下来的重点。

河北省水利厅要求，坚决保障滞洪安

全，特别是加强对隔堤围堰的巡查值守，合

理调控分洪流量，严格控制淹没范围，尽最

大努力减少滞洪损失。

截至目前，海河流域已启用宁晋泊、大

陆泽、小清河分洪区、兰沟洼、东淀、献县泛

区、共渠西、永定河泛区等8个蓄滞洪区。

“启用蓄滞洪区，必须事先做好区内人

员转移工作，应撤尽撤，应撤必撤。”河北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他

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

按照有关规定启用蓄滞洪区前，千方百计做

好蓄滞洪区围堤隔堤、安全区围堤等巡查防

守工作，确保蓄滞洪区及时安全有序运用和

群众生命安全。

基本救灾物资充分保障。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建立救灾物资管理

工作联系协调机制、救灾物资规划采购管理

调拨工作机制和救灾物资信息共用共享机

制，确保洪水灾害发生后物资调拨通畅、救

助保障及时。

在河北涿州职教中心安置点，记者看

到，各地的救灾物资陆续抵达这里，并分发

到约2600名受灾群众手中。

应急抢险队伍随时备战。

涿州市成立了28支共计8755人的应急

抢险队伍，并与驻涿部队等协作，全力做好

救援保障，并且全部配备了冲锋舟和大型救

援设备，安排部队官兵和专业应急抢险队伍

24小时待命值守。

此时此刻，河北仍在全面排查搜救被困

人员，及时转移并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确保

不漏一户一人，抢险救灾还在持续。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扛起责任，党员干部

冲锋在前，一定能够带领广大受灾群众渡过

难关，取得抗洪救灾的最后胜利！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记者霍小光、
张晓松、齐中熙、林晖、周圆、张涛）

老 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月3日，在西安市新城区太华路街

道 纱厂东街社区，籍金娥唱起了

她最喜欢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每天晨练，她都会来这儿

唱歌。

提起籍金娥，社区里的群众都

熟悉她，爱说爱唱、有副热心肠，大

家都夸她是社区里的“歌唱家”。

籍金娥今年 77 岁，是陕西国棉

十一厂一名退休纺织工人。年轻时，

籍金娥就喜欢唱歌跳舞，热衷参加厂

里举办的各项文艺活动。1998年退

休后，她就组织了一帮姐妹，时常在

一起唱歌跳舞，“晚年生活不只是做

饭看孙子，也要活出自己的快乐”。

2012年，籍金娥做了一次腿部手

术，从此再也不能和大家一起跳舞了，

但心态乐观的她却并未因此失落，反

而把跳舞的时间都用来练习唱歌，还

鼓励社区里的老人和她一起唱。

社区里的老人在唱歌方面都是

零基础，听到籍金娥的提议后，很多人

都表示唱不了、不愿唱。如何让大伙加

入进来，成了她面对的第一个难题。

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唱歌的快乐，

籍金娥每天利用晨练时间给大家宣

讲唱歌的好处，还与大家分享自己学

习唱歌、参加唱歌比赛的经历。久而

久之，大家接受了她的邀请，纷纷加

入歌唱队。

歌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是籍金娥教大家唱的第一首歌。在

带领大家学习的过程中，她可谓是下

足了功夫。

“这首歌所有人都非常熟悉，起

初觉得大家会很快掌握，但结果却不

尽如人意。”籍金娥说，首次练习时，

歌词记不住、发音不标准、节奏跟不

上等问题层出不穷，有的老人甚至有

了放弃的念头。

籍金娥没有灰心，歌词记不住，

她就带领大家熟悉歌词，反复读、反

复记，对于部分用手机不熟悉的老

人，她还专门用笔把歌词写下来让大

家照着读。针对发音不标准和节奏

跟不上的问题，她每天早晚领着大家

练习，一字一句唱、一段一段纠正。

因为方言的缘故，有的歌词籍金娥要

反复教上几十遍。

“她把给大家教唱歌当成了工

作，那股认真劲真让人佩服。”社区群

众符爱云说，自从社区有了歌唱队，

籍金娥还主动向社区报名参加各项

活动，把队员们辛苦训练的“成绩”展

示给大家。

今年 6 月初，得知社区要在“七

一”建党节举办文艺演出的消息后，

籍金娥第一个报了名，组织大家练唱

歌曲《团结就是力量》。

“每天早晨大家聚在一起熟悉歌

词、节奏，下午又在小广场上一起合

唱。”八零社工中心主任白小利说，由

于天气炎热，大家每次练完都是汗流

浃背，但谁都没有叫苦叫累，反而加

倍认真。

在练唱过程中，籍金娥发现，虽

然大家歌词、节奏掌握得都很好，但

却出现了一个重要问题，这首歌曲的

旋律是慷慨激昂的，但大家唱得却非

常平淡。“尤其是像‘这力量是铁’‘这

力量是钢’这句，一定要唱出一种气

势。”籍金娥说，从开始练习到熟练掌

握，1 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演出圆

满结束后，观众都称赞大家唱得非常

好，这也让她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为了带领大家唱好歌，籍金娥专门

制作了一套歌本，收集整理了240首

适合老年人练习的歌曲，她想继续带

领大家在歌声里度过幸福的晚年。

“注意，你的出拳姿势要标准……”

8 月2日下午，在位于西安市南二环

西段的秦士拳击健身俱乐部，西安市

拳击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俞智敏正

在指导学员进行拳击练习。

身材挺拔、健步如飞是俞智敏

给大家的第一印象，如不是两鬓微

霜，别人很难猜到他已是年过花甲

的老人。

今年62岁的俞智敏出生于西安

一个普通干部家庭。17 岁那年，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阿里

自传》这本书，也正是这本书改变了

他以后的人生。

俞智敏说：“那时候的文化生活

比较匮乏，读了《阿里自传》后，我突

然意识到，拳击为我而在，我为拳击

而生。”从此，俞智敏一有空就跑到附

近的环城公园练拳，逐渐找到了一些

感觉，练出了一点名堂，也有了一点

小名气。

“记得那时候的环城公园里还种

有麦子，我和几个同学只能找空地练

拳，遇到下雨天，就在泥地里训练，条

件着实艰苦。”俞智敏说。

1959年，由于种种原因，拳击运

动在国内被禁止，社会上对这项运动

也充满了偏见，这也意味着许多热爱

拳击的年轻人找不到训练场地和教

练。幸运的是，俞智敏通过朋友介绍

认识了陕西拳击名家陈广林并拜其

为师。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大家都很

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俞智敏说：“每

周我们几十个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

一起，怀揣着一颗火热的心跟陈先

生学拳击，吃再多的苦也无怨无

悔。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对拳击的

热爱也上升了一个境界。”

1986 年，国家体委正式宣布恢

复拳击项目，拳击运动逐渐兴盛起

来。1990年，为了生计，俞智敏转行

做了酒店保安，但他心里始终热爱着

拳击，也一直在为自己的“拳击梦”寻

找一切可能的机会。

1998年，俞智敏辞去了酒店保安

工作，创立陕西省首家群众性拳击健

身俱乐部——秦士拳击俱乐部。“拳

击俱乐部的成立，在当时的陕西乃至

整个西北地区都是罕见的新鲜事，也

算是开创了先河。”俞智敏笑着说。

创业之苦，如人饮水，冷暖自

知。从中日拳击对抗赛到丝绸之路

国际拳击赛，从陕西省拳击公开赛到

西安市拳击公开赛，俱乐部成立25年

来，举办过的大大小小的赛事早已超

过30场。每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背

后，都离不开俞智敏默默地付出。为

办好每一次比赛，他都想尽办法寻企

业拉赞助，甚至自掏腰包弥补缺额。

“为了我自己热爱的拳击事业，少说

也投入了上百万元了，但我从没后悔

过。说我赔本赚吆喝也好，为拳击事

业作贡献也罢，我就是想给每个热爱

拳击的人提供一个发光发亮的舞

台。”说着，俞智敏眼里泛起了泪花。

2016 年，对所有西安“拳击人”

来说都是个好年份。西安市拳击协

会正式宣告成立，西安“拳击人”从此

有了自己的“家”。

“自西安市拳击协会成立以来，

西安的拳击事业有了全新的发展，从

推广、普及到人才培养，从拳击进校

园到主办丝路品牌赛事，在西安市体

育局和市体育总会的大力支持下，所

有古城拳击俱乐部都成为了受益者，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俞智敏说。

2019年，拳击进校园的首次实践

活动，是西安外国语大学运动会开幕

式上的一场大型拳击操展演。俞智敏

表示：“西安市拳击协会希望在青少

年培养方面多做工作，推动拳击运动

发展。现在学生的课业压力太大，

身体素质越来越差，开展拳击进校园

活动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拳击运动

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

近年来，碑林区建国路小学、碑

林区何家村小学、西安市第七十中学

等多所学校先后与西安市拳击协会

合作，西安市拳击协会通过理论课、

实践课相结合的方式向学生们传授

拳击专业知识和技能。

如今，随着人们对拳击运动认知

的逐渐提高，拳击进校园活动越来越

受到广大学生和家长的欢迎。俞智

敏表示：“体教融合是今后我们努力

的方向，我们将在拳击进校园这条路

上继续坚持下去，让更多人感受到拳

击运动的魅力。”

“拳痴”俞智敏：古城拳坛“不老翁”

籍金娥：社区里的“歌唱家”

□ 实习记者 秦瑶 首席记者 李荣

□ 记者 殷博华 文/图

夏日炎炎，却阻挡不了老年人健身的热情。在西安各城

市公园、广场上，总能看到健身的老年人，有健步走的、有踢

毽子的、有组团跳健美操的……他们尽享运动带来的惬意与

畅快，成为夏日里一道美丽的风景。

“我已经打太极近20年了，身体一直都非常好。”8月3日

清晨，在西安环城公园，有三位老人正在入口处不远的空地

上舞刀弄棒。领头的焦大爷今年已经70岁了，他告诉记者，

自己所在的小区离环城公园很近，每天早晨6点就会来公园

打太极，和兴趣相投的老伙伴们一边锻炼一边交流心得。

焦大爷是退休后才萌生学习太极拳的想法的，恰好有其

他退休同事也感兴趣，于是他们一起找了教授太极拳的师傅

学习陈氏太极拳。焦大爷他们今天练习的，就是陈氏太极中

的器械套路，包括陈氏单刀、双刀、单剑、双剑、枪加棍等。

“器械套路中，动作难点有很多，需要注意的要领也有很

多，如：要注意虚实转换、外摆内扣、含胸塌腰……”另外一位

和焦大爷一起练拳的老人今年已经88岁了，随焦大爷学习太

极拳已有两年多了。在练习过程中，焦大爷除了领学，还要

对他的一些动作进行特别指导，尽量做到动作规范。

焦大爷说，平常一起锻炼的人最多的时候有20多人，其

中有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也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大家在

一起打拳也有好几年了。

二十余载习武，焦大爷如今身体很健康。“坚持锻炼这么

多年，别看我已经70岁了，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从家走到

钟楼都不带喘的。坚持锻炼确实对身体有好处，希望有更多

人能加入我们。”焦大爷说。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兴庆公园东门外的空地广场

上，伴随着动感的音乐，一群人正跳着充满活力的健身操，舞

者个个精神抖擞，尽情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

“这都是附近小区居民，晚饭后，大家不约而同聚在这里

跳健身操。”今年66岁的张大妈是一位健身操爱好者，跳健身

操已经有两年了，是附近公园、广场上跳操队伍的常客。“我以

前有点胖，加之运动少，身体素质差，爬楼梯都会气喘吁吁。

自从开始跳操后，已经瘦多了，每年定期体检时各项指标也

越来越好。”张大妈说，这也是她热爱跳操的根本原因。

“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环城公园跳操，有时候自己跳，

有时候和大伙一起跳，有时候还做直播，把跳操的快乐分享

给更多人。”现如今，跳健身操已经成了张大妈生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

陀螺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游戏，流传甚广，曾是许多人童

年的记忆。如今，打陀螺已变成一项颇受中老年人喜爱的健

身项目。

“退休后的生活很无聊，有次散步的时候看到别人玩陀螺，这不是小时

候玩的吗，我顿时就来了兴趣。”8月5日早晨，在西安市东南城角的广场空

地上，68岁的张大爷身穿单衣，悠闲踱步，右手执鞭抽打着地上旋转的

陀螺。对于张大爷来说，打陀螺已经成为他保持身心健康的秘诀。

张大爷打陀螺已经有两年多了，因为习惯用分量较轻的木质陀螺，

其间换掉了多少个陀螺他自己都记不清了。现在有耐磨的铁质陀螺，

但需要用更大的力气抽打，张大爷试过后还是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木质

陀螺。只要天气合适，每天早上张大爷都会打上一小时陀螺。

“打陀螺是项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张大爷说，打陀螺这项运动的

强度不大，但可以达到全身运动的目的，“打陀螺时，脚步需要发力，腰

部要随着手臂挥动而扭转，而且可以控制陀螺在小范围内转动，不需要

跑动，这样全身大部分肌肉都得到了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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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记者 李济朴 记者 殷博华

晨练中的老人 实习记者 李济朴 摄

籍金娥和她的歌本

俞智敏正在教学生练习拳击 实习记者 秦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