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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瞧瞧，活儿这么多，她还答应中午
管50人吃饭，横竖你忙一头，揽这么多活
儿，忙前忙后非得把自己给搭上不可。”李
光艳的爱人老五一边说一边熟练地拿起捞
鱼网兜，在小鱼塘里捞鱼，很快一条欢蹦乱
跳的鱼被他捞出放在袋子里。他递给郑老
师说：“哥，这条你拿回去，剩下几条我再通
知其他人来拿，这又停水又停电的，没有活
水，鱼塘的鱼很快就会死，趁着鱼还活着，
大家拿回家炖着吃了吧。”

自从接到区防汛办提示：7月29日夜
间至8月1日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
雨的通知，李光艳的农家小院开始忙活起
来，附近工区领导联系，让她安排修筑小龙
门隧道工人家属和爆破工人的吃住。7月
29日中午，人员陆续到来，加之小院先前住
下的3名做防水的工人，小院一下子来了
30多人。

7月31日一早，下了一天一夜的雨，河
道的水披着巨浪，带着泥沙、石块狂妄地翻
滚，发出咣咣哄哄的声响。13点大家刚吃
过午饭，突然，从灵山上游发出的洪水冲到
了公路上（因防洪渠被堵），很快漫过店面
的第二个台阶，还差10几厘米就漫过最后
一个台阶了。李光艳一下子意识到不好，
后院还住着大人孩子30多人呢，洪水流速
太猛，若漫过店面很快就会淹了里面的小
院，她赶紧叫老五，架梯子带着大家从后院
高墙逃生。

李光艳的顺鑫嘉园农家院，经营餐饮、
住宿、菜站，百姓居家日常的米面、粮油、蔬
菜、水果等，一应俱全。她的店面处在三岔
路口，往北通向灵山，往西109国道通往河
北，店面在双塘涧大牌楼进入灵山路口商
业街左手的第三家，因货全、价格公道，加
之李光艳人又亲和，十里八村的百姓经常
光顾。7月 31日，洪水来势凶猛，带给人
们的是恐慌，当被堵的防洪渠被大型铲车
砸开后，洪水不再往公路上漫溢，人们开
始抢购东西。很快，店里的货架空了，最
先买东西的是工地上集体采购的，他们整
箱整箱地拉鸡蛋、装菜，但李光艳不允许
他们这样，她一定要留下村里百姓的份
额。她想：你有钱我有货不假，但大灾之
际卖货不能图省事，货物都被集体拿走
了，咱百姓个人需求咋办？我不能赚这样
的快钱。

有人说李光艳傻，但她不这么认为，双
塘涧村紧邻天河水村和胜利村，这两个村
没有小卖部，大家买菜、买东西常常到她的
小店购买，现在洪水来袭，道路垮塌，车辆
出行难，菜没了、货物没了，不知何时才能
补给上，不给百姓留蔬菜、米面粮油等咋度
日？出现恐慌咋办？

善良的秉性常常是一个人的习惯，能
把这种习惯坚持到始终是李光艳的生财之
道。近些年，居住在山村的老人比较多，有
的老人走路艰难，买个东西挺费劲，只要她

见着了，老人买不买东西，她都想办法开车
送老人回家，从没计较过开车送老人回家
的油钱比他买的东西还贵。

洪水渐渐小些了，但到小院吃饭的人
有增无减，原因是高速自从隧道工地的食
堂被水冲了后，工人们无处做饭、吃饭。工
地领导派人找李光艳救急，她二话不说就
答应下来，只是李光艳人手少，她跟工地领
导协商，工地派食堂人员与李光艳共同给
大家做饭。那时停水、停电，老五开车去山
里打泉水洗菜，用小店里的矿泉水做饭，不
管吃好吃赖得让大家吃饱吃得干净放心。
没电了，李光艳联系租用发电机，7个冰柜
的东西，不能因为停电放坏了，发电机是柴
油的，带动发电机的是拖拉机头，整天嘟嘟
嘟地响，震的人心脏都突突的。

小店菜没了，其他货也没了，因为灾情
严重，国家救济物资一时半会儿到不了，李
光艳觉得不能等，得学会自救，她要去河北
省进菜。由于洪水泛滥，多处路段被冲塌，
司机绕道60多公里才买回新鲜的蔬菜、水
果。虽然，进货的成本高了，但李光艳售出
蔬菜、水果的价格没涨，高出的成本自家承
担，她说,不能发国难财。

随着科技发达，人们结账方式简单到
对着一个二维码迅速付款完成，但洪灾面
前，停电了，微信没了，兜里不装人民币的
习惯可犯了难，买米、买面、买瓶水都得要
纸币。在7月31日人们抢购时，不管是工

地的集体或是个人，还是村里的老百姓，李
光艳一律先把东西让大家拿走，只是简单
地记个账，有些人虽写了名字，但她根本不
认识。我问她：“记录了十几页的赊账，不
怕有人不还吗？”她说：“不怕，那个时候不
怕，现在也不怕，将来有人还账，我就收着；
走了，不再来的，就当我支援了。”

电信不通，意味着我们与外界失联，有
条件的人家开车到大垭口村（河北地界）与
村外家人联系；无条件的常常是老人。老
人在村里，儿女在外，有儿女电话的，李光
艳记下帮助打电话，记不住儿女联系方式
的老人心急怕儿女惦记涉险回村。8月4
日，李光艳在进货路过大垭口村时索性发
了朋友圈：各位朋友，现在江水河村断路
了，情况不明，洪水口、双塘涧、天河水、胜
利、小龙门、齐家庄、张家庄、杜家庄、这些
村人员都安全，都放心吧。另外，本店粮
食、蔬菜、水果、矿泉水、肉食，今天下午就
到店，确保大家不会断粮、断菜，而且，还是
正常价，绝对不会加价的，愿我们大家都平
安。不知有多少人看到过李光艳发的这条
朋友圈，也不知有多少人转发过这条朋友
圈，总之她尽其力做到了安抚村内村外的
人，让大家不在焦虑中度灾情。

在物资匮乏的档口，李光艳从河北省
调集170袋每袋20斤的稻花香米，通过村
领导捐给双塘涧村的村民，村领导想让她
亲自送给村民，但李光艳拒绝了，她说：“大

家受灾了，不管捐多捐少，只是我的心意，
可别大张旗鼓地宣传。”

隔了几日，我去李光艳小店问她：“赊
账本又记了几页？”她说：“最近没记，因为，
我发现进店买水、买吃的，几乎都是陌生
人，一打听，他们是抢险救灾人员，人家大
老远来咱们这儿支援，兜里没装现金，渴了
喝瓶水，饿了吃口东西，咱不能要人家钱，
咱得知恩图报。”

说话间，有个小姑娘随着妈妈进店，她
向李光艳问：“阿姨，这里有带贴画的泡泡
糖吗?”她说：“有呀，在那里，随便取。”只见
她从收银台下来，脚步一踮一踮（最近她的
脚垫炎犯了）的指向后面的货架一角，小姑
娘拿着泡泡糖让妈妈结账。李光艳说：“宝
贝，泡泡糖，阿姨送你了。”小姑娘很兴奋，
她看了看阿姨，又看了看妈妈，小姑娘妈妈
说：“大姐，这怎么行，我们滞留在这里，您
已经很关照了，哪有买东西不给钱的道
理。”李光艳说：“遇到这么大灾，咱们让孩
子高兴高兴。”这一幕就发生在我眼前，望
着温情的李光艳，看着翘着小辫子蹦跳着
离去的小姑娘，我有些感慨：感慨李光艳只
是个农家小院的店主，在洪水面前，遇事不
退缩、做事有格局、敢想敢干，她的善良、朴
实、宽厚、奉献精神让人敬佩。有人说：“她
没有生意人的样儿。”而我却感到：“灾难面
前，李光艳的一言一行，做出来了买卖人的
样儿。”

在暑气灼人的日子，择一处清凉而居
是件美事，今年盛夏我们一行4人来到依山
傍水的清水镇天河水村避暑。

7月22日，我们乘车行至村口，映入眼
帘的是一块高大厚重的石碑，上面用红字
写着“天河水村”。老辈人用“天河水”给一
个村庄命名，必有它的来意，我听到天河水
村名时直觉是透亮、清爽、自然，天选之地。

正值伏天，这里的气候与城区判若两
然，一个高温难耐、一个清爽宜人。村庄的
夜晚，满天的星星数也数不清，就连罕见的
北斗七星都是那样自然地挂在夜空。

我们过了几天神仙般的日子，没想到
一场百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海河“23·
7”流域性特大洪水打破了惬意的生活。大
雨是从7月30日凌晨开始下，干涸的河道
瞬间被洪水充斥，夜晚河道翻滚的水声像
战场上擂响的战鼓。7月31日早，洪水暴
发，整个河道的水像海浪般卷起奔腾着、咆
哮着，那块写着“天河水村”的厚重高大石
碑，不知何时被洪水冲走。洪水狂妄地奔
涌，肆虐地冲撞着河堤，道路两侧的电线杆
倒了、通讯设备坏了，很快，村庄停水、停
电、失联。

从接到7月29日至8月1日特大暴雨
预警，天河水村干部就开始日夜坚守。7月
31日夜晚，他们打着手电沿着河堤巡视，发
现河道有多处溃堤，特别严重的是胜利村
的变压器，它距离溃堤较近，若倒了肯定会
触电伤人。两个村的村干部发现险情，紧
急安排村民转移。

8月1日清晨4、5点钟，胜利村的干部
挨家挨户把村民从睡梦中叫醒，嘱咐村民
只带随身物品立即前往天河水村民委员
会。这边，天河水村干部立即腾出办公用
房等，想办法安顿胜利村村民。就这样，天
河水村委会先后来了69名胜利村村民，其
中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因为出来匆忙，
村民有穿雨鞋、凉鞋的，有背包和只身前往
的，大家集中在一起虽然安全了，但心情紧
张、心绪不宁。

天亮时，天河水村民得知胜利村民避
险来了村委会，纷纷到村委会认亲，这样投
亲靠友走了一大部分人，剩下的人是不想
麻烦亲属坚持在村委会居住。这期间，天
河水村民有送吃的、送药的，傍晚还有送折
叠床、铺盖的，大灾之年天河水村民与胜利
村民，互助救援，友爱相帮，共渡难关。

一
7月31日洪水暴发后，停电了，听着夜

晚河道里翻滚的洪水声，加之伸手不见五
指漆黑一片，我们内心极其恐慌。此时84
岁的母亲，看出我们的焦虑，她提议自制油
灯，我和先生拿油找碗，保姆郭姐进屋找
线。母亲看见儿子将花生油倒入碗里，她
一边捻着线绳一边说：“把油倒入盘子里，
这样好放灯捻。”

一会儿的功夫，母亲将捻好的线绳浸
入盘中，用打火机点灯捻，可是点了几次也
没着，母亲觉得线绳可能不是纯棉的缘故，
于是她又找到一块白布，将其剪成细条捻
成灯捻。这次是我先生用打火机点灯捻，
可是点了几次，手都被火燎疼了，灯捻还是
没着，真是奇了怪了，难道这白布也不是纯
棉的？母亲见状，让郭姐去卫生间拿手纸，
只见她撕了一块手纸上下捻动着，将捻好
的灯捻浸入盘中，母亲用打火机点灯捻，这
一次手纸做的灯捻居然点着了。母亲带着
我们制作的花生油灯亮了，灯光虽然暗淡，
但照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是喜悦，照在我
们心里是希望。

7月30日晚，一名村干部特意来家里

告知，可能要停水，让我们提早接水备用，
母亲让儿子刷缸接水，我和郭姐找出家里
的锅碗瓢盆接水。那个时候外面下着大
雨，我们在院里和厨房接水，总觉得没有必
要，可是母亲监督着我们干活，我们不敢偷
懒。7月31日早，洪水暴发，母亲又让儿子
接了2缸水，这样我们有了3缸水的储备，
心里不慌了。

停水了，平时不知节省用水的我们开
始精打细算，因为停水可不是一天两天的
事，我们接的都是可饮用水，用这种水直接
冲马桶太奢侈了。于是，我们攒衣服一起
洗，用废水洗墩布、冲马桶。即使这样节约
用水，缸里的水只见少不见增。

我们听村里人说，胜利村有山水流过
形成小河，可以在那里洗衣服。于是，我和
郭姐拿着要洗的衣服和盛水的桶，兴奋地
去河边洗衣服。

此时，洪水已经退去，到河边洗衣的人
很多，这里水面不宽，经过一道道山梁流
下，水清澈见底，但是冰冰凉凉的。郭姐让
我把衣服递给她，见她把衣服浸在水里。
我忙喊：“郭姐，拦住衣服，可别顺水溜走
了。”郭姐笑笑说：“莫慌，你看我在干嘛？”
刚才郭姐用石头垒砌了一个小河坝，正好
把衣服拦在里面。见郭姐娴熟地洗衣，我
也不能闲着，于是我接了水在桶里洗衣，然
后递给郭姐在河里投衣服。洗好的衣服郭
姐让我拧干放在塑料袋里，可我哪里舍得衣
服上的水，我得把它带回家，洗手、冲马桶。

来河边不仅洗衣还有接水的任务，装
满了两个大矿泉水桶，我又把两个小点的
水桶装满。河水浸湿我的脚冰冰凉凉的，
怕着凉的小心思一闪而过，我不敢喊凉入
乡随俗吧，别人能干的我也能干。

郭姐把两个大水桶牢牢绑在小拉车
上，上面还挂了两袋子湿漉漉的我舍不得
拧干的衣服。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我
想帮她拉一拉。她说：“不用了，我有的是
力气。你看，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既洗了
衣服又打了水，有水了，咱们晚上就可以洗
澡了。”

行至半路，先生来接我们，经过胜利村
时，穿行了一段公路，回家要上一个大坡。
先生在前面拉车，我在后面推车，太累了，
我唱着劳工号子：“出大力呀流大汗，出了
力气多吃饭啊！”攻上大坡，先生和郭姐都
笑我。

中午，先生炖了一大锅鸡肉加自采的
蘑菇，我闻着香味破天荒地吃了一大碗米
饭，还夹了好几块鸡肉。

8月2日，我们吃过早饭，想做壶开水，
结果发现没了煤气。真是屋漏偏逢连夜
雨，遭了灾，停水、停电、没通讯。这下，连
做饭的煤气都没了，真是丧气。母亲宽慰我
们说：“莫慌，院子里不是有柴火灶吗？好多
年不使了，这回咱得发挥它的作用了。”

柴火灶是农村家家户户必备的家当，
可是，这些年煤改电后，屋里和院外垒的柴
火灶基本都被拆除了，可母亲不让拆它，你
看这回关键时刻还派上用场了。

母亲教我们点火容易，可一连下了几
天雨，院子里放的两垛柴火都被淋湿了。
没柴火怎么做饭？这日子过得咋这么难
啊！母亲叫先生去仓房把破木板劈了，我
从房间找来报纸当引火，这番操作下来，总
算能点火做饭了。碴子粥、炖排骨、几样拌
野菜，我们的中餐还是很丰盛的。

晚上，我们在院里聊天，母亲说：“你瞧
瞧，我带你们回趟老家，咋啥难事都赶上
了！不过我们人都安全就是好事，咱们多
想想好事吧。”我接话说：“这难事、糟心事，

只当是咱们娘们出来的奇遇，有母亲在，啥
事都过得去，您说是不是？”说完，母亲点头
笑了，我们也笑了。

遭遇洪水本是困苦的事，可是偏偏在
此时还出了怪事，就是天河水村民每家的
餐桌统一菜谱——鸡、鸭、鱼、肉。

停水、停电，带来的危害很大，冰箱、冰
柜没电，冷冻的食物保存不了多久就会变
质、变坏。为了保存冰箱、冰柜的凉气，天
河水村民家家每次开冰柜都小心翼翼的，
生怕打开进了热气跑了凉气。

遭灾了，冰箱冰柜里的食物也遭灾了，
这回村民不舍得吃也得吃，并且鸡鸭鱼肉
天天吃、顿顿吃。那时一到饭点，家家户户
飘出喷喷香的肉味儿。

8月5日吃过早饭，我清理了冰柜，因
为，我家冰柜里没来得及吃的肉都坏了，上
午11点村里来电了，但我们已经没有鸡鸭
鱼肉可冻了，我们的冰柜空了。餐桌变得
清淡，清淡得没了油水，看来我们要实现减
肥计划了。

二
我们一家四口回乡避暑，没想到遇上

这么大的洪水。在吃住行不便的情况下，
我们在天河水村感受到浓浓的亲情、乡情。

二嫂是我先生的本家，听他说过，每次
他们回村的第一顿饭都在二嫂家吃，这次，
我也深深感受到了二嫂的热情。

我们来村里的第一天中午是在二嫂家
吃的饭，她为我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
二哥陪着家人喝酒吃饭。二嫂几乎没有落
座的时候，她总是起身围着桌子为大家服
务。手里拿的筷子她不是给自己用的，而
是专门为大家夹菜用的，生怕招待不周，她
还为我们准备了多种主食任我们挑选，那
天我吃了一个喷香的野菜馅儿的菜团子。

第二天一早，二嫂给我们送来她亲自
炖好的肘子，还送了自己摘好洗净焯好的
人青菜、佳佳菜。

洪水暴发，二嫂惦念着我们，总是邀我
们到她家吃饭。母亲岁数大不愿意出门，
每次我和先生去，二嫂都会让我们给保姆
带饭。

我们的院子里有一片菜地，那是二哥
种的，有黄瓜、豆角、根达菜、小白菜、韭菜、
倭瓜等。二嫂嘱咐我们：“自家种的菜，放
心吃。”黄瓜架结了许多，母亲每天顺手摘
一个，也不洗就这么擦擦吃了。后来，我吃
黄瓜也擦擦不洗就吃了，村里的生活真好，
能吃到这么天然的食物真幸福。

二嫂知道我们家里没煤气了，她说：
“你们也别开火了，咱们两家并一家都到我
家吃饭。”母亲跟二嫂说：“我们就不过去了，
在家烧柴做饭也行。”二嫂说：“一天两天可
以，时间长了谁家也没那么多柴火呀。”

一会儿，二嫂给我们送来做好的肉和
菜，转身离去，待会儿，二嫂在外面喊我家
先生，说她找到煤气了，让拿着小车去拉。
原来，她回到家突然想起侄女家长期没人
住，家里有煤气罐，她正好有钥匙，就这样
我们又可以用煤气做饭了。

村里来电了，但我们的冰柜没肉了，可
能是二嫂家冰柜质量好，停电5、6天她家冷
冻的肉却没有坏。每天二嫂给我们送做好
的肉、炒河虾、肉皮冻等，有二嫂在，立秋日
我们还贴了秋膘。

虽然，村庄通水、通电了，但因为109国
道毁损严重，我们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家，二
嫂惦念母亲，毕竟老人年岁大了，这里距离
市区远，万一老人身体不适，耽误治疗可就
麻烦了。她听说从天河水村出发，绕道河
北省能回门头沟城区，就想让儿子大刚从

门头沟城区出发，绕河北省来天河水村接
我们。听二嫂这么一说，我真是感动，其实
天河水村绕河北这一路段，因为洪水路边
躺倒许多电线杆，有的路段山石堆砌很危
险，她舍得让儿子来接我们，真是大爱。此
事母亲断然拒绝，她跟二嫂说：“再等等，道
路安全了，等我家小儿子忙完公务，让他来
接我们回去。”

我家住在天河水村的上北套，二哥二
嫂家住在下北套，来我家要上一个大坡。
他们一天天上来下去照顾我们的日常，丝
毫没有想过，自己也是70多岁的老人，他们
心疼人的方式真切又淳朴。

河道里的水泛滥着，而我们因为停水，
生活极其不便，为了节约用水，我们把水分
成三份：一是饮用水；二是洗衣、洗漱水；三
是废水洗墩布、冲马桶。

虽然我们接了3缸水和若干盆装水，每
天节约着用，但用水量还是很大的。那个
时候，根本没处接水，我们在这种困顿中度
日如年。

一日临近中午时，有人敲我家大门，随
后听到有人大声喊：“拿盆接水来！”因为说
话声音大，我们在屋里都听见了，纷纷走出
家门，见着是村里的熟人，他叫杨金国。他
开着农用三轮车，车上装着特大号的水桶，
一边给我们往桶里放水，一边嘱咐我们：

“这水可不能喝，只能洗衣、冲厕所。”
我们接了一桶又一桶，经打听得知，水

是他在河道里打上来的，想想洪水泛滥的
时刻，他到河道打水是很危险的。听他这
么一说，我们都不好意思接水了，连连说：

“我们的水够了够了。”他说：“没事，你们接
吧，给你家送完水，我再给其他家送水，水
没了，我再去河道打。”天河水上北套的村
民，家家用到了杨金国送来的水。他送来
的水虽不清澈，但它金贵，是用钱买不到
的，他让我们体会到雪中送炭的温暖。

7月31日一早洪水暴发，整个村庄一
下子与外界失联了，这种事情别说我们没
遇见过，连84岁的母亲也是第一次遇见。
此时，外界不知我们山里的情况，我们也不
知外界的情况。

8月2日晚，我们几家人在外乘凉，有
人说：“大垭口村（门头沟与河北交界地段）
可以打电话。”我们听后很兴奋，因为我们
带着老人回村，家里的兄弟姐妹肯定惦记，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就坐不住了。想着天
河水村到大垭口村路途遥远，若徒步走得
走多半天，这时抱着孙子玩耍的郑德颜说：

“我有车，但我不熟悉路，开车行，那二叔
（她叫我家先生）您得给我带路。”就这么说
着，此事就达成了。

8月3日一早，村人得知郑德颜要开车
带人去大垭口村打电话，她家门口来了许
多人。可她的车只能坐5人，没办法，郑德
颜就一一记下大家的电话，答应一定帮忙
给家人报平安。该出发了，郑德颜的孙子
开始哭闹，非要跟着奶奶坐车，家人连哄带
嚷把孩子拖住，她才得以抽身。

去往大垭口村的路上，有山石堆砌，破
败的公路边上七扭八歪躺着电线杆，还有
一段道路被碎石堵了，工人们正在抢修。
我们在等待的过程中，看见公路两侧的小
河沟哗哗流着水，有的是顺着高耸的山石
滑落形成了很高的瀑布。郑德颜说：“我车
里装了两个空桶，一会儿回来，得在这里接
点水，水太金贵了。”

说也奇怪，刚进大垭口村，我的手机嘀
嘀响起来了，有信号了，大家的手机也有信
号了。我先给妹妹打了电话，她接起时激
动地说：“你可来信儿了！没事吧？赶紧给

大哥、二哥、三哥打电话，我们找不到你，都
快急死啦！”我给儿子打电话，他说的第一
句话是：“我的天呀！您吓死我了……快点
回家吧。”

大垭口村是个宽阔地带，那里停了许
多车，车下人头攒动，我们只有站在河北地
界才能给家人报平安。这里有打电话对着
视频哭的、有打电话打累了，站着站着蹲下
的，各种情形都有。先生与弟弟通完话，发
现弟弟每天都给我们打好几通电话，那份
担心可想而知。

郑德颜担心孙子在家胡闹，怕累着年
迈的父母，想打完电话赶紧回去，可她又不
忍心催促大家上车。就这样，一来二去我
们回到天河水村时已经11点了。

三
防汛办预警：7月29日夜间至8月1日

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接到通
知后，天河水村党支部书记甄晓红与首农
食品集团派驻天河水村驻村第一书记莫
琼，带领村干部日夜坚守保护村民。及时
安顿胜利村民到天河水村委会驻地避险，
他们积极应对村里灾后断水问题，冒着危
险带队寻找水源，协调解决运水车辆，有效
解决村民吃水、用水难的问题。

第一次见到甄晓红，是灾后她来家看
望母亲，与她一同前来的还有莫琼。甄晓
红说：“老奶，灾后停水、停电给您的生活带
来不便，您有什么需求我们尽力解决，也不
知何时来水、来电，如果路通了，希望您早
日回城区，那里会更安全。”莫琼说：“您老
岁数大了，回村赶上灾情，有什么困难您
说，我们一定帮您解决。”两个年轻的村干
部，说话真诚，态度谦和，望着他们离去的
背影，我们心里充满感激。

第二次见到甄晓红，是8月5日下午，
在发放救灾物资的现场，我们跟随母亲来
天河水村，只有母亲户口在天河水村。本
以为发放救灾物资没有我们3人的，但我们
收到却的是4人份的救灾物资。甄晓红说：

“受灾了，凡是在家的都是天河水村的人，
政府的救济一定发放到每个人手里。”

第三次见到甄晓红，是8月6日一早，
她风风火火来给带话，说先生女儿一家已
经离开上达摩村，安全到达斋堂住地。那
个时候山里没有通讯，孩子为给家人报平
安，找人通过卫星电话找到甄晓红，她接到
电话立即告诉我们，得到孩子的安全信息，
我们悬着的心总算放下。

8月7日，我们领到首农集团捐赠的米
面粮油、方便面、矿泉水、各种药品(止泻药、
藿香正气液、云南白药、创口贴、酒精消毒
液、碘伏等）、防水手电筒和电池等。之后，
我们先后收到政府、社会各界人士捐赠的
蔬菜、水果、糖醇饼干、卫生巾等，捐赠的
各种物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别人准备不
到的。

一场洪灾百年不遇，我们遇到了。困
境中，我们收到村民们给我们送来自己地
里摘的茄子、圆白菜、紫苏叶，还有蒜、茄
子、兔肉等。还有人给我们送来一只活鸡，
这只母鸡在院子柴棚子处每天下一个蛋。
母亲说：“村里人多实在，鸡还下蛋呢就送
给我们，咱们可别杀鸡，得养着它，走时再
还给人家。”

天河水村民亲历洪灾，在停水、停电、
没通讯的情况下，不等不靠自救生活，在与
外界失联的日子里，村领导冒着危险寻找
水源，解决村民吃水问题。邻里间真诚相
帮，彰显淳朴厚道民风民情，历经灾难的天
河水人，心中充满希望，更加热爱生活，天
河水的日子定会越过越好。

在天河水村的日子
伊占英

买卖人的样儿
——记清水镇双塘涧村顺鑫嘉园农家院老板娘李光艳

伊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