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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
重建迎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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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艱年終歲尾，帶着牽掛和期待，香港文匯報記

者再次來到涿州，與一張張熟悉的面孔在冬日

重聚。離開臨時安置點回家的村民們正忙着買年

貨，忙碌了一年的村支書開始謀劃村裏明年的工

作，遠在四川的救援隊員仍關切着災區重建，自費買

艇救援的當地農民盼着來年風調雨順有個好收成。在

年味漸濃的涿州街頭，一幀幀春意盎然的溫情片段簇擁

而來，承載着人們對2024的無限期待，也

見證着拒馬河畔的過往與未來。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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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窩中學往南20公里，是傳說中的劉備故里，也是
涿州農民王鐵偉的老家大樹樓桑村。自費買艇參與救
援結束後，王鐵偉就開着拖拉機回到了田間地頭，那
裏有兩百畝莊稼正等着他照看。雖然2023年的收成和
糧食價格都很不理想，但他仍信：只要厚待腳下的土
地，土地就不會虧待他。
身為劉備同鄉，熱心腸的王鐵偉最看重義氣，所以
才會不顧插着管的身體便下水加入救援隊伍。洪災
前，這個皮膚黝黑的「80後」農民很喜歡趕海，但汪
洋洪水留下太多悲痛的記憶，讓他「再也不想去趕海
了。」
與老一輩農民種地不同，新一代農人更講究科學種
田：大型拖拉機、聯合收割機、撒農藥無人機……雖

然開始種地沒幾年，王鐵偉
的倉庫裏卻儼然一個農機小
展廳，20多台農田機械正一
字排開列隊待命。
入冬，華北平原落下一場
大雪。王鐵偉看着被茫茫白
雪緊緊圍裹着的冬小麥，從
滿眼的「瑞雪兆豐年」中吸
取力量，「馬上開春就要忙
起來了」。遠眺土地，王鐵
偉期待着趕緊找到地方建設
新的晾曬場，「願2024年有
個好收成，糧食賣個好價
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去年災情嚴重的
刁窩中學，校長孫常見跟上次一樣已在
大門口等候多時。洪災之後，他將學校
操場旁的主路命名為「築夢路」，在路
邊欄杆上展出抗洪救災圖片，「讓學生
們記住災後重建的不易，不忘八方救援
的恩情。」而今他打算將這些圖片移至
室內，把展覽內容換成每周評出的「築
夢少年」照片，「將這條紀念抗洪精神

的『築夢路』轉化成學生們的榮譽
路。」
走進教學樓一層七年級的教室，一股溫

暖的氣息撲面而來，學生們正在老師帶領
下做期末考試前的複習。淺藍色桌椅和深
藍色校服和諧相融，桌子前方紅色的「佛
冀同心、慈善捐贈」字體分外醒目。「當
時我們一層的教室桌椅全部被淹，這些新
桌椅都是來自佛山的捐贈。」

教書育人30載，孫常見說2023年的暑
假最是刻骨銘心。經過洪災，他明顯覺
得孩子們更堅強，也更懂得感恩了，
「孩子們身心健康比學習好更重要」。
回望災後重建的點滴，他希望學生們無
悔人生韶華、不負八方相助，陽光快樂
成長，「只要有責任、有擔當，做對社
會有貢獻的人，就會一直走在『築夢
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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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毗鄰北京房山的涿州馮村，來自四
川巴中公益救援隊的李白跟隊友們呆
了很多天。李白一直很牽掛這個流汗
又流淚的地方：「作為公益救援隊，
都是災難牽着我們走南闖北，希望
有機會去再去馮村看看，也祝福當
地百姓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在涿州災區救援的26天，李
白和隊友們一直奔波在排水清
淤、災後消殺的一線。回四川
數月，他仍忘不了離開涿州
時的感動，村民代表向救援
隊員們含淚鞠躬，說不完
的「謝謝」在暮色中迴

盪，「一句謝謝，再苦再累都值得」。正
是記憶深處的這一聲聲「謝謝」，讓李
白和隊友們無畏艱辛，甘之如飴。
共苦的友誼比同甘的交情更深刻。

至今，李白還跟當時救援的馮村保持
着聯繫，偶爾從手機刷到關於涿州
的新聞、視頻都會忍不住多看一
眼。李白希望村民們的房屋早點煥
新，也祈願永遠不再有災情，自己
的救援裝備蒙灰閒置。馮村及周邊
盛產「貢米」，身在四川的李白和
涿州馮村的百姓相距千里卻又擁有
同一個夢想：待來年，稻花香裏說
豐年。

四川救援隊：忘不了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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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窩中學校長刁窩中學校長：：學生更堅強學生更堅強 走在築夢路走在築夢路

涿州馮村東南八公里的三步橋
村，村書記金輝正頂着韌帶撕裂的
傷痛，布置村裏過年的各項準備工
作。「給我幾個月，還鄉親們一個
更好的三步橋！」五個月前，他站
在滿地淤泥垃圾中說下這句話。而
今，潔淨的村容、祥和的村貌都證
明，他做到了。
2023年是金輝當村支書以來最難

的一年。清淤、消殺、收集評估村民
受災情況，洪災後他每天腳不沾地，
電話更是一直處於佔線狀態。洪水沖
毀了村委會，設在簡易板房裏的臨時
村委會狹小寒冷，金輝和村幹部們時
常在裏面討論得熱火朝天。

剛從村民家回到村委會的三步橋
村副書記李輝一身寒氣卻滿面笑
容。他開心地告訴記者，村民們的
災後補貼都發下去了，大夥兒正忙着
買年貨過年，「咱們的村民特別好，
水災後『不等不要』，積極互助自
救。快過年了，大家都攢着勁兒等
明年開春把房子好好修一修。」
夜色漸濃，裊裊飯香從村民家中

飄來。循着飯香走進村民家，孩子
們的笑聲與廚房裏鍋鏟碰撞聲交織
在一起，沖淡了牆上依然分明的水
線，將紅紅的繩編中國結烘托得愈
發鮮艷閃耀。金輝說，這就是老百
姓想要的生活。

202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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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四川巴中公益救
援隊負責人李白在受災村
落涉水前行。 資料圖片

陣痛而後生
一起向前看

記者
手記

與5個多月前，在採訪中認識的涿州

受訪者重聚，我有很多話想問，他們也有

很多話想說。這一年過得太不易，但在泥濘

中站起身的人們依然帶着淚微笑，努力向前。

歷史和當代總會在某個時刻微妙相交。在災

後的涿州，這個當年劉關張桃園三結義的地

方，我再次感受到了義氣和勇氣、責任與擔

當。書商、農民、村支書，還有在涿州支援數

日的四川救援隊，他們沒放棄一本書，沒撂荒

一分地，沒丟下一位村民，沒在汪洋前退縮，

更沒在洪水後懈怠。新一年，大家都在向前

看！

涿州，這個毗鄰京津、接壤雄安新區的小小

縣城，洪水留下的沉痛並不像潮起潮落那麼簡

單。少有洪災的華北平原，人們對洪澇災害的

認知並不充裕，年長者也記憶寥寥，而2023年

的夏天則給無數人留下終身難忘的記憶。

陣痛背後是新生，在艱難困苦面前，每個普

通人又是那麼不凡，他們用汗水和眼淚致敬災

難，用微笑和擁抱期許未來。與涿州的舊友們

再次揮手作別，在一聲聲新年祝福中互相鼓勁

兒：不負2023 年的堅韌不屈，無愧2024 年的

全新出發。

暮色中離開涿州，路旁曾被洪水淹沒沖刷的

農田次第閃過，綠色的麥苗正躺在白雪下積蓄

力量，靜等春天的召喚。歷經了殘忍的夏季、

努力的秋季，我在寒冷的冬季看到希望。

過去的 2023 年當真不易，嶄新的 2024 年正

徐徐開啟。立春將至，我們有理由期待，2024

年一定會比2023年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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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睇片

◆◆刁窩中學學生在修葺後的刁窩中學學生在修葺後的
課室上課課室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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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橋村支書金輝正指揮車輛進行清淤。

◆重建復原後的三步橋村容。

◆玉米豐收後，王鐵
偉高興地躺在玉米堆
上。 香港文匯報

河北傳真

◆王鐵偉身後是用來轉運被困群眾的拖拉機。資料圖片

◆◆刁窩中學校長孫常見刁窩中學校長孫常見。。

◆◆刁窩中學門前刁窩中學門前，，洪水已沒過膝蓋洪水已沒過膝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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