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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天降暴

雨，工地水位倒灌车库，请各位业主将车库车辆紧急

移至室外。”7 月 28 日凌晨 1 时 35 分时，天元区栗雨

街道栗雨社区美的湾小区 16 栋业主微信群，物业公

司工作人员发布了一条消息。

28 日中午，记者在美的湾小区核实发现，地下车

库及通往地下车库的楼道已经被水淹没，人员无法

进入。

业主于凌晨 3时左右拍摄的现场视频显示，当时

地下车库内还停有不少车辆，积水已经漫到车辆引

擎盖处。负一层电梯前过道上，积水齐腰深。

事发时，部分业主没有及时关注到挪车信息，也

没接听到物业人员打来的挪车电话。

“凌晨 2时多，从楼道跑到地下车库挪车，已经晚

了。”16 栋 32 楼业主谭女士介绍，因为停电，被热醒

后，才关注到业主群内的挪车信息。等赶到地下车

库，为时已晚，车辆困在积水中。

还有业主表示，得知地下车库进水的消息时，自

己正在外地。

记者采访时发现，小区旁有工地。附近的新东

路与佳兆业路交叉路口处，出现大面积积水，积水流

往工地方向。有业主反映，

在建工地与小区地下车库之

间，建有隔墙，工地大量积水

聚集，隔墙发生倒塌，导致积

水涌入地下车库。

随后，记者向广东铂美物

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公

司了解地下车库进水原因等情

况，工作人员未作出解答。

凌晨3时 负一层积水齐腰深
事发美的湾小区地下车库，多台车子被淹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通
讯员/楚思颖 刘慧） 7 月 28 日，受较强降水

影响，天元区雷打石镇铁篱村沧沙港排水受

阻，沧沙港附近村民房屋、农田受灾严重。铁

篱村党总支书记黄旭勋，带领村支“两委”成

员到现场查看雨水排放情况，为快速将雨水

排出，降低受灾损失，黄旭勋和其他村干部决

定将沧沙港下游段闸门开放。

面对湍流不息的河水，冒险开闸门，很有

可能被水卷走，黄旭勋顾不上危险，决定放手

一搏，只见他小心翼翼下水，试探性朝闸门移

动，“两委”成员一再劝阻，也阻止不了他前行

的脚步。

突然，黄旭勋脚一滑被湍急的水冲进沧

沙河，瞬间不见了身影，“两委”成员急忙呼

喊，并顺着河边往前走，准备施救。幸好黄旭

勋懂水性，十几秒后冒出了头，并反手抓住河

边的树枝才没被冲走。

“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事后，黄旭勋

这样说。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水灾害，基层党

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冲在防

汛救灾一线，带领群众抗洪抢险，安置受灾群

众，他们的行动可歌可泣、感人肺腑。 黄旭勋被冲进河里。通讯员供图

好险！开闸门排水 村支书被冲河里

积水中火速转移瘫痪老人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通讯员/龙佳

佳） 7 月 27 日晚上 10 时多，石峰区响石岭街道白石港

社区内的万泥塘内涝点，散户居民易翠兰家里积水严

重，水已涨至屋门口。易翠兰今年 87 岁，是瘫痪老人，行

动不便。

白石港社区党总支书记、网格长周平获悉情况后，

立即联系区市政人员赶赴现场抽水，并联系街道办事

处进行应急处理，先将易翠兰一家 6 人安置到宾馆临

时 居 住 ，并 安 排 工 作 人 员 对 其 家 里 的 家 具 、电 器 等 进

行转移。

此外，金盆岭社区的木架洲内涝点，也有居民家里进

水，7名被困居民被紧急转移到安全地带。

受困人员被安全转移。记者/杨如
通讯员/龙佳佳 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徐滔 通讯员/
杨洋） 7月 27日，茶陵县云阳街道洣水河畔有群

众被困。消防救援人员“飞檐走壁”进行救援。

现场，一中年男子被困在洣水河畔的菜地。

因暴雨原因，洣水水位上升极快，菜地所有出路

全部被淹，被困男子极为心焦。紫阳街消防救援

站的救援人员迅速穿戴好救援服，从防洪护栏上

“空降”至菜地，通过绳索将被困男子救上来。

据了解，该男子平时都是通过不远处的小楼

梯前往菜地。由于突降大雨，水位上涨导致其无

法原路返回。无奈之下，该男子拨打 119 报警求

助。 救援现场。通讯员供图

消防人员“空降”救人

刚封堵20多分钟

炎陵106国道中村桥坍塌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欧

阳静 彭成景） 受台风“格美”影响，炎陵县暴雨如注，

斜濑江水暴涨。7月 27日中午，G106中村桥突发险情，

摇摇欲坠，危在旦夕。该县巡查摸排人员及时发现，果

断封桥，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发生。

26 日至 27 日，炎陵县出现极端强降雨天气，部分

普通公路遭受不同程度损坏。该县立即将防汛应急

响应提升至 II 级，组织人员不分日夜，对路面进行巡

查摸排和道路管控。

27日 14时 30分许，中村瑶族乡政府与县交通执法

大队、县公安部门组成的巡查人员，联合巡查至 G106

线道路时，突然发现中村桥有桥面沉陷、护栏错位等异

常情况。而过往车辆毫无警觉，情势万分危急。

“注意！这座桥随时有坍塌的危险！”巡查人员一

边将情况上报县委、县政府以及市、省交通部门，一边

用执法车、渣土堆、安全墩等进行阻挡，将桥梁两端封

闭，在桥头阻止人车通行，对周边居民及过往车辆进

行紧急疏散。

此时，洪水距桥面仅 1米多高，浊浪裹挟着大量的

柴草、树木等，猛烈撞击着桥墩，发出巨大的“轰轰”声，

掀起滚滚浊浪，桥梁摇晃得更厉害了，随时可能倒塌。

G106 车流量较大，一些人心存侥幸试图强行过

桥，被工作人员一一劝下。正当巡查人员劝导之际，

突然大桥发出一阵“啪啦”声，几秒钟后，南侧一段桥

梁突然坍塌，一头坠入滚滚浊浪中。此时距开始封堵

大桥仅 20多分钟，“好险！”

面对此情，大桥两端的群众纷纷向巡查人员表达

感激之情，感谢他们及时封桥，才避免了一场重大事

故发生。

市区13处路段积水
其中王家坪立交桥下积水
匝道已管制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张
人允） 7 月 28 日下午 6 时，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获悉，市区暴雨影响通行路段 26 处，其中积水路段 13

处，请广大驾驶员及行人合理规划路线。

这些积水路段分别如下：

荷塘区 2处，华南路星光小学路段有积水现象，正

常通行；石宋桥涵洞有积水，可通行。

石峰区 5 处，清水路湘氮路段有积水，可通行；疏

港路清港路口积水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已管制；杉塘

西路有积水，已管制；时代大道田心东站石壁口大桥

跨桥下积水，车辆勉强可通行；田心大道学府时代门

口道路积水较深，目前车辆勉强可通过。

天元区 4处，湘芸路株洲大道涵洞积水严重，无法

通行，实行交通管制；新东路京港澳高速涵洞，积水严

重，无法通行；X008三门镇华新水厂路面积水，无法通

行；王家坪立交桥下积水，匝道已管制。

芦淞区 1 处，沿江路枫溪港排渍站路段地面出现

塌陷，区政府已封闭该路段进行抢修，不影响交通。

渌口 1 处，湾塘村往神康医院后面铁路涵洞积水

严重，无法通行。

以上 13 处路段均有警力值守，城管部门已组织进

行排水作业，无法通行路段已实行交通管制。

扫码可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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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所在的西北地区非常

贫困落后。那么，当时八路军是如何解决军需问

题的呢？

部队供给极端困难

当时陕甘宁边区军委直属部队（包括抗日军政

大学）约 3000 人，留守兵团约 15000 人，这些人的开

销都由军委供给部直接供应，但整个供给部砸锅卖

铁也没有多少钱。当时驻定边县的第 30军死了一个

连长，要几块钱买副棺材都没有。部队生活相当艰

苦，每人每天只有 1斤小米或杂粮，要挖野菜充饥，一

年当中顶多能吃一两次肉。供给部上面虽然有个中

央财政经济部，但也是一副穷家当。

当时，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副旅长陈先

瑞来领饷，供给部发了 200 元。他嫌少，怒气冲冲地

说道：“部队几个月没发菜金了，200 元够干什么的！

没有钱怎么养兵嘛！”炮兵团团长武亭也驻在洛川，

但不在统战区，竟一文没给。武亭气愤地说：“他们

都领了钱，我一个子儿也没有，这怎么行？”时任中共

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知道了这件事后，把他俩

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为了避免部队领导再来争吵，

供给部只得颁发“安民告示”，说明供给部的困难。

告示发出后争吵少了许多。

毛泽东出面说明情况

庞大的军队经费支出，压得供给部喘不过气

来。不得已，只好把值点钱的几匹老牲口和几辆不

能用的大车卖掉，得现款数百元，解决了几个急需解

决的问题。比如，花 300元买了一批通信器材。人们

立刻议论纷纷：“不发菜金倒有钱买器材！”

部队意见大了，惊动了毛泽东。在召集各单

位负责人开会时毛泽东说：“有人说供给部有钱不

发，这不符合事实。他们最近卖了一点破烂搞了

点 钱 ，买 通 信 器 材 就 用 了 三 分 之 一 ，这 个 钱 用 得

对。没有菜金我们可以不吃菜，可没有通信器材，

中央军委就不能工作了。”一席话把那些人的嘴封

住了。

从骡马店到贩盐

为了解决部队的经费问题，供给部绞尽脑汁，最
后想到了办实业解决问题。

首先，开办骡马店。供给部以前虽然没搞过经
营，但大家都同意一试。第一个骡马店，每天约能赚
20 多元，利虽不大，但天天有钱进账。不久，又在延

安城南开了第二个骡马店，规模和赢利比第一个店

还好。后来逐步在边区开了 20 多个店，生意越做越

红火。这样，以骡马店为依托的边区运输线也建立

起来了。骡马店的收入，很大程度解决了供给部的

财政来源。为了加强领导，又把骡马店、交通与兵站

三家合一，统称兵站，对整个边区的经济，特别是通

邮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贩卖食盐。部队缺少盐吃，盐池离延安有

200 多公里，运到延安出售至少是 3 倍利润。最初供

给部只有 10多头牲口运盐，一个月最多运两趟，能运

3000 斤盐。要把盐业生意做大，就要销出去。按当

时的政策，向西安、山西国统区运盐是“资敌”行为。

但销盐可以换回西药、通信器材等急缺物资，不能简

单地说成是“资敌”。1938年 4月，贩盐问题被提交中

央财经部专门讨论，得到李富春的肯定，毛泽东也完

全同意贩卖食盐的意见。盐业发展起来后，中央决

定，陕甘宁边区成立盐业公司。盐业对边区的经济

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再次，为解决商品流通，开办了军人合作社。军

人合作社在边区影响很大，甚至成了延安经济“繁

荣”的象征，外来人员都要到合作社去参观。合作社

每月都有盈利，解决了军队很大的困难。

通过种种努力，军委供给部的工作有了相当大的

改善，兵工厂、被服厂、鞋袜厂等军事工厂也逐渐搞了

起来，这些对渡过抗战时期的困难起到重大作用。

（据《老年生活报》）

苏轼有篇短文，名叫《记承天寺夜游》，说的是，这

天夜里，苏轼脱了衣服准备睡觉，发现月色洒入屋内，

这般良辰美景岂能辜负？便又穿好衣服走了出来。

转念一想，一个人独乐没啥意思，便走到承天寺找张

怀民，正好张怀民也还没睡，两人便在庭院里散步，看

到月光澄澈如水，竹柏影仿佛藻荇交横。此情此景，

因为有两个闲人共赏便觉分外美妙。由此可知，张怀

民与东坡先生是彼此相知的好友，否则，他也不会夜

半打扰人家。

前几年网络以“怀民亦未寝”为梗，着实狂欢了一

回。张怀民住承天寺，是暂居，苏轼元丰三年（1080）初

到黄州时也是暂居定慧院。所以过了不久，张怀民就

搬走了，还在其住所西南方向建了一座亭子。这个亭

子居高可赏长江的胜景：白天舟楫往来不绝，夜晚鱼

龙啸吟不止，波涛汹涌，风云开阖；向西眺望武昌的群

山，山峦起伏，草木茂盛，还可看到渔夫樵夫的房舍。

登临此亭，真令人不亦快哉，因此苏轼为其取名“快哉

亭”。

某日，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到筠州的苏辙，来

黄州看望哥哥，两人来到快哉亭赏美景。苏轼写了词

作《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苏辙写了散文

《黄州快哉亭记》。我们不是想知道张怀民是谁吗？

这一词一文提供了如下信息：第一，张怀民是河北清

河人。而苏家与河北颇有渊源，不仅祖籍栾城，且苏

家有多人曾在河北（宋为河北路）为官，苏洵曾为文安

县主簿（挂名），苏轼曾为定州知州，苏辙曾任大名府

推官，苏迈曾任雄州防御推官知河间令，苏过当过定

州通判。第二，张怀民还叫梦得、偓佺。据清人王文

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云，张梦得，字怀民。

偓佺，是古代传说中的仙人，苏轼称其“张偓佺”，词中

云“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或许有赞其为神仙之

意。第三，苏辙文中载：“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

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可见，张怀民也是被贬到黄

州的，大抵也跟苏轼一样，遭到新党构陷。张怀民的

职务是“会计”，即征收钱粮、管理财物一类的小官。

第四，这座快哉亭是为苏轼而建，“知君为我新作，窗

户湿青红。”苏轼这么说，自然是领张怀民的情，也可

见二人是知音，彼此心灵默契。二人同为沦落之人，

抛却尘怀俗虑，逍遥于山水之间，寻求人生至乐。

张怀民在黄州的时间应该并不长，但与苏轼的交

往还算密切，在苏轼的文字中也多有记载。有一封给

腾达道的信，苏轼末尾也不忘夸一句：“张梦得尝见

之，佳士佳士！”这是打内心里赞许。应张怀民之请，

苏轼书作《昆阳城赋》相赠。苏轼在张怀民寓所，欣赏

了他的藏品宋初大画家郭忠恕的画山水木屋卷，之后

作《郭忠恕画赞》。张怀民还赠给苏轼两枚好墨，其阳

云“清烟煤法墨”，其阴云“道卿既黑而光”。苏轼对张

怀民送他的两枚好墨非常满意，还写了一篇《书怀民

所遗墨》致谢。

还有一件趣事，苏轼《赌书字》有记：“张怀民与张

昌言围棋。赌仆书字一纸，胜者得此，负者出钱五百

足作饭会以饭仆。”张怀民与张昌言二人下围棋，赢者

得苏轼书法一幅，输者作饭局（“饭会”）请苏轼吃饭，

而且不能敷衍糊弄，规定不能少于五百钱。

这年腊八，张怀民结束了贬谪生活欲返京受命，苏

轼为他践行，喝了一场，写了一词《南歌子·黄州腊八

日饮怀民小阁》。他为怀民高兴，有祝福，也有感伤，

“他时一醉画堂前，莫忘故人憔悴，老江边。”

后人读《记承天寺夜游》，每每感叹张怀民本一籍

籍无名的小人物，因幸遇苏轼，即如汪伦之幸遇李白，

从而千古留名。其实，从二人的交往看，苏轼从张怀

民那里得到的更多，一颗伟大的灵魂相伴的不只是明

月清风，更有日常的细枝末节，人间烟火。苏轼夜寻

张怀民，实际上是在寻找另一个自己。我们也应感谢

这个叫张怀民的人，因了苏轼寻到了他，那夜那月，那

竹那柏，才变得如此不同寻常，这千古名篇才仿若泉

水汩汩涌出。

（据《今晚报》）

古代“空调”
与“冰箱”

古 人 同 我 们 一 样 也 享 受“ 空 调

房”，他们的“空调房”其实是“凉屋”。

“凉屋”通常傍水而建，人们用水车将

水引到屋顶，让水沿屋檐而下，或在室

内建一个水池，让水流进池里，形成瀑

布，在美化室内环境的同时，还带来凉

爽与清新湿润的空气。

唐代的含凉殿就是这样的“空调

间”。含凉殿傍水而建，利用水车将水

送到屋顶，然后水就会沿着屋檐流下

来形成水帘，凉水沿着屋子上下循环，

带走热气，从而达到降温的效果，屋里

自然就凉快了。

古时候，人们没有电冰箱冰镇食

品、制作冰块，但这难不倒我们勤劳智

慧的老祖宗，他们会在冬天时大量采

集天然冰块，将冰块贮存在冰窖中，到

了夏天，便将冰块取出来摆放在室内，

冰块在融化时不断散发凉气，其制冷

效果丝毫不逊于今天的空调。除了用

来降温外，人们还会用冰块加上果汁

与牛奶一起食用。

古人其实也是有“冰箱”的。我们

老祖宗在炎热的环境下充分发挥着他

们的聪明才智，发明了冰鉴。冰鉴是

古代用来盛冰的容器，形状像一个盒

子，内部是空的，将冰块放在其中，再

把食物放在冰中间。冰鉴上还有冷气

散发口，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

气，使室内凉爽。

（据人民网）

八路军当年如何解决军需问题

苏轼夜寻张怀民

图片来源 包图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