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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災後我們立即開始下鄉做免費涉水家電檢測，一直持續到去
年9月初，陸續去了100多個村檢測了6,000戶。」談起剛剛過去的
這幾個月，從事家電銷售的孫小靜依然無法心平氣和，每每哽咽着
憶起災後重建都忍不住眼眶發紅。涿州大多數村都採用天然氣壁
掛爐取暖，壁掛爐涉水後風險隱患大，「11月份就是北方供暖
季，為了保證受災百姓順利供暖，我們在9月份免費家電檢測的
同時，還做了900多戶壁掛爐的免費檢測。」
家電城老闆王勁松去年9月12日深夜發布了一則朋友圈，視頻
中他跟幾個好友正在慶祝災後修整重建的階段性勝利。那是洪水
後他第一次放縱，在友人的擊掌節拍中，王勁松唱起最喜歡的
那首歌：「心若在夢就在，天地之間還有真愛，看成敗人生豪
邁，只不過是從頭再來。」說「從頭再來」很容易，真正的
「從頭再來」要難一萬倍。父創業子建業，王勁松從父親手
裏接棒後從不敢懈怠，「要對得起父輩的辛苦汗水，對得起
跟着咱闖蕩的員工，也要盡最大努力幫助街坊鄉親。」

今年鄉親消費更謹慎
常在銷售一線，孫小靜明顯感覺今年人們的消費格外
保守謹慎，大多只買一些應急的便宜電器湊合用。
「面對各種困境，我們一直在努力把壞事變成好事：
專賣店被淹了，就借此機會遷到新址；外部環境不佳，
就盡力練好內功，優化公司管理，讓服務更到位。」
「歡樂中國年，歡樂歡樂中國年……」電器商城
裏一條條紅色彩旗上「新涿州、新生活」字樣分外
醒目。在熱鬧氣氛的簇擁下，好幾樣家電被洪水
泡壞的老張正忙着挑選電器，「受災補貼發放下
來了，想先買一台電視機，等明年家裏重裝好
了再買別的大件電器。」
春節臨近，孫小靜和同事們都在忙着「旺年
會」，她開心地發來店裏人頭攢動的照片：
「你真正對大家好，這片土地的人民肯定記
得你。希望咱們老百姓的生活一年更比一
年旺！」

家電經銷商家電經銷商：：

「你得先活下來，然後再努力做得更好。」作為涿州一家
中小型民營電子科企的負責人，馬博文親歷了洪水淹沒配電
室、實驗室、倉庫時的「無情」，也在災後感受到了從政府
到客戶的「有情」。節前幾天，他和同事們還在抓緊時間研
發試驗，為開春的新訂單做準備。
走進生產車間，設備上的斑斑銹跡如在講述着5個月前的

驚險。「幸好當時政府通知及時，在洪水來前我們就把用於
生產的化學產品全部搬到了2樓，如果化學產品浸水，後果
不堪設想。」洪災發生後第4天，馬博文所在的企業就開始
了復工復產，「但一些大型設備浸水後影響了生產，由於資
金壓力到現在仍無法更換。」
經過洪災，馬博文明顯感覺企業和政府的交流多了、關係

近了。座談會、交流會、招商會，政府在災後通過各種會議
搭建資源共享、供應鏈對接平台，聯合金融機構出台了扶持
政策。

政府出面向客戶解釋
讓馬博文體會最深的是一封發往東北的「解釋函」。「當
時有一個東北客戶的大訂單因災不能如期完成，我們非常着
急。政府主動出面給客戶發去解釋函，希望對方給予理解和
支持。」來自政府的背書讓客戶感受到了更多誠意和信心，
企業保住了訂單，還獲得了客戶更多支持。
「研發是科技企業的生命線，不管再難都不能斷也不敢

斷。」馬博文所在企業每年的研發投入在兩百萬（人民幣，
下同）左右，一場洪水就沖走了他們一年的研發費用。在資
金缺乏的限制下，如何平衡「重建」和「發展」、全力以赴
保企業研發成了頭等大事。
「扎實的科研實力是我們的信心之源」，在實驗室，馬

博文展示了最新研製的散熱冷凝膠，可高效、快速降溫，
提高電池性能、延長使用壽命，「目前全國掌握此技術的
企業僅有兩家，今年我們計劃面向新能源動力電池全面推
廣，同時挖掘手機散熱殼、儲能電站、光伏發電板等更多
領域市場。」

政策助減負政策助減負
全力保研發全力保研發

雖然崴了腳，涿州米商蘇傑一得空，就一瘸一拐地去車
間看一看，「年底了，必須得保證生產發貨，盡量把洪災
的損失找補一點回來。」洪水將一袋袋大米從車間沖到牆
頭，生產設備全部損壞，蘇傑卻仍信心滿懷：「莊稼得一
天天長，設備得慢慢添。扛過這個冬天，新水稻就下來了
不是？」
「涿州種植水稻始於三國曹魏時期，至今已有1,700多
年歷史。」談起涿州貢米，蘇傑有說不完的故事，史料
記載，乾隆年間宮廷選用涿州「稻地八村」大米為膳米，
「貢米」之稱由此而來。「好水出好稻，正因為這裏水質
好，所以水稻品質高。」而讓蘇傑始料不及的，是這「好
水」有一天變成洪水傾瀉而下，多年心血毀於一旦，「由
於地表水下降，涿州貢米的種植範圍不斷縮減。從我父親
開始就在做涿州貢米的推廣保護，到現在已經幾十年
了。所以，就算再難，我也得繼續把涿州貢米做下
去。」
踩着深一腳淺一腳的冰雪和泥水，香港文匯報記者跟隨
貢米生產負責人曹會沖來到被大雪覆蓋的稻田。早已乾枯
的土灰色水稻秸稈倒在田間，洪水來時還未來得及灌漿的
乾癟稻穗迎風瑟瑟，「洪災哪怕再晚幾天就不至於絕收，
太可惜了。」若不是沒頂洪水數日浸泡，水稻也不會絕
產。曹會沖正發愁開春的農事，「要全部把水稻秸稈割掉
才能復耕，否則秸稈會纏繞機器無法工作。」

信懷希望必所向披靡
水稻良種繁育基地、自動化稻穀加工廠、稻作文化博物
館、高標準水稻試驗田、博士農場綜合體……蘇傑多年經
營的貢米產業被洪水沖得粉碎。災後她急得大病一場，但
卻沒停止自救。去年11月份，剛花幾百萬新添的設備安裝
上線，新一年她還打算將生產車間搬遷到新址。
看着一袋袋整裝待發的大米，蘇傑滿懷希望：「滿懷希
望就會所向披靡。」面對百廢待興的試驗田，她說很快春
天就來了，到時候一切肯定都會不一樣。

◀涿州米
商蘇傑介
紹她新添
的設備。

▶去年，
蘇傑的稻
田被洪水
浸泡。

力助街坊客力助街坊客
壞事變好事壞事變好事

電子生產企業電子生產企業：： 水稻種植企業水稻種植企業：：

莊稼天天長莊稼天天長
設備慢慢添設備慢慢添

▲顧客們在孫小靜供職
的家電商城選購電器。

▲電子科企負責人馬博
文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
示洪水中受損的設備。

對於涿州鱘魚養殖專業戶崔西慶來說，一場
洪水把幾千萬人民幣化為烏有：幾十萬尾鱘魚
被沖走淹死一條不剩，包括十年積蓄的鱘魚種
魚也全部罹難，冷庫、魚子醬加工線、充氧排
風等所有魚塘設備無一倖免，「全沒了，洪水
過後，只剩下開裂的牆體和魚塘裏厚厚的淤
泥。」
鱘魚是中國淡水魚中體重最大的魚類，被稱
為「水中活化石」，肉質鮮美，營養價值高，
全身上下都是寶。洪水來時，崔西慶花費200多

萬元（人民幣，下同）裝置的魚子醬設備剛調試
成功，一天未啟動就被沖成了七零八散的廢鐵。
站在被洪水泡裂牆體的辦公室2樓俯瞰，破敗

的養殖池空空如也。洪災前，養殖池裏曾暢游着
兩萬多條鱘魚種魚，價值超過1,300萬元，魚齡
從4年到15年不等，最大的有400多斤，「那時
每年可以產 3,000 萬尾魚苗，能賣 400 多萬塊
錢。」
如今，這個「國家級鱘魚原種場推廣示範基
地」已經沒有一尾種魚。崔西慶剛從外地購買來

的30萬尾魚苗正在分批下塘，這是他完成部分
魚池重建後的第一批魚苗，也是養殖場的「希望
之魚」，等到今年8月份，小魚苗們才能長成兩
斤左右。

盼資金支持購買原種
循着嘩嘩水聲，遠遠可見身穿捕魚雨褲的工人
們正在捕撈成品鱘魚，「這些魚都是災後買來的
大魚繼續飼養的，主要是為了滿足客戶的迫切需
求，如果不趕緊供應，很多客戶就流失了。」

「養大一條魚，太不容易。」崔西慶介紹，鱘
魚對水質、水溫要求都比較高，需要設置遮陽棚
避免陽光直射，魚塘必須24小時打理。
但最讓崔西慶頭疼的，不是魚沒了，而是新
魚怎麼來。雖然災後他獲得了一些資金支持，
但對於清零的魚場來說杯水車薪。看着滿池歡
快游弋的魚苗，他渴望新年能獲得一些項目支
持，「讓我有資金購買鱘魚原種，通過幾年努
力再把『國家級鱘魚原種場推廣示範基地』的
牌子擦亮。」

養殖企業養殖企業：：
撒希望之苗撒希望之苗
靜待魚長成靜待魚長成◆◆鱘魚養殖商崔西慶鱘魚養殖商崔西慶

不絕絕望

掃碼睇片

時隔5個月再次見面，在河北涿州經營家

電銷售的孫小靜遠遠就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張開

雙臂，「好久不見」，雖然紅了眼圈，但不同於

5個月前殘酷水災後的心痛落淚，這一次她的眼淚

更多是源於幾個月努力重建的感動。現在，她所供

職的家電城已經煥然一新，紅色廣告語和熱鬧的節日

歌曲將新春氣息渲染得濃濃郁郁，「重建終於完成，

我們開始步入新生活了」。

被洪水泡毀生產設備的電子企業，加班加點研發，努力

爭取新一年新產品贏得好成績；免費幫助市民檢修電器的

家電商正布置新春活動，想盡全力把壞事變成好事；洪水

中全軍覆沒的鱘魚養殖戶剛從外地買來

的30萬尾魚苗已經下塘，一條條小魚正承

載着新希望努力生長；貢米企業將一部分因

洪災絕收的稻田補種了冬小麥，受損的現代

化大棚、農田基礎設施還在等着開春解凍一

步步換新。

在這個格外寒冷的冬天再次相見，河北涿州

的各行各業熱氣騰騰，民企老闆

們說，再冷的寒冬都擋不住春的

到來。 ◆文、圖：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馬曉芳 河北涿州報道

◆◆去年去年，，崔西慶的鱘魚養殖場被崔西慶的鱘魚養殖場被
洪水洗劫一空洪水洗劫一空。。

2023年8月 2024年1月

◆◆涿州一家養殖場裏涿州一家養殖場裏，，工人們打撈鱘魚發貨工人們打撈鱘魚發貨。。

◆2023年 8月2日，受洪澇
災害影響的涿州市民眾乘坐
船隻轉移。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