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参加过2010年
抚州市抗洪救灾的人民子弟兵、民兵
预备役人员和广大的人民群众！



 “江西的防洪工作做法是好的，特别是解救
和转移10万受困群众，未发生一人死亡，很了不
起。向广大干部群众、向参加抢险的人民解放军
指战员、向战斗在一线的党员干部表示亲切的慰
问。”
 2010年6月29日上午，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向
胡锦涛总书记汇报了抚州唱凯堤决口救人、受灾
群众安置、抢修堤坝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总书
记听取汇报后指出。



 “你们在48小时内抢救了10万群众，没有发
生一人死亡，创造了历史上的奇迹，人民感谢你
们，历史会记住你们！”
 “人民解放军是共和国的坚强柱石，哪里有
困难哪里就有子弟兵。”
 2010年6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江西
抚州视察抗洪救灾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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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0年6月，抚州市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灾，遭灾时间长达20天以

上，经过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现役军人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全力救灾，取得

了抚州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伟大胜利，受到了中央领导的称赞，高度评价抚州

军民战胜自然灾害的决心和勇气，为人类抗御自然灾害树立了一个典范。一

直关注着抚州抗洪救灾的江西报告文学作家林德元，主动请缨上前线，立志

撰写一部《军歌唱凯》的报告文学。作家的勇敢担当，让我们十分感动，经报

请分区司令员、政委同意，我部立即邀请林德元同志来抚州，并指派新闻干

事、少校徐敬同志全力安排林作家的饮食起居和全程采访。在二十多天的采

访中，林作家冒着酷暑和险情，深入各县（区）、各灾害点采访，实地察看，了

解灾情，寻访受灾群众，采访军人和民兵，洪灾的触目惊心、救灾的感人故

事，常让作家心灵震颤，在向我汇报采访进展时激昂表示，一定要浓墨重彩

地写好这部和平时期的军事长篇，力求用最为翔实的笔触，去反映我们军分

区、人武部官兵和广大民兵在抗洪抢险中大显身手的英雄事迹，去讴歌新时

期人武干部和民兵预备役吃苦耐劳、敢于牺牲的拼搏精神，为默默无闻、却

在老百姓心目中立起丰碑的勇士们，撰写一部可歌可泣的报告文学，回报抚

州人民，也留给历史存念。

林德元同志出于对抚州百姓的爱，对抚州官兵的爱，从八一建军节之

日开始创作，到10月31日完成初稿，仅用三个整月的时间一气呵成，创作了

这部气势磅礴的长篇报告文学《军歌唱凯》，作品全面展示了抚州各地的洪

水灾情和抗灾场景，包括抚州的历史、人文和山川名胜都在书中有详尽的描

述，特别是对抚州的历史名人、美好传说、风土人情都有独到的描写，读来



令人眼界大开，也为作家在短时间内遍寻抚州的厚重历史感到惊讶。

本书原定写作10万字，但在写作过程中，面对众多的抗洪抢险群体和

一个个救灾官兵，林德元同志欲罢不能，常常被那些动人的场景和人物所感

动，一口气写出了20多万字，可谓是洋洋洒洒。记得他在写到10万字时对我

说，这部作品远不止10万字的容量，我舍不得遗漏任何一个救灾场景，舍不

得落下任何一位作出了牺牲的军人和民兵，我要不负你们的厚望，全力写好

这部掺合着英雄血汗的纪实作品。果然，林德元同志于11月初捧着这部沉甸

甸的作品来到抚州，请我审阅。很快，书稿就在整个军分区的官兵中传阅开

来，段司令员、吴政委等领导审阅完这部书稿后，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同

意该书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这便是长篇报告文学《军歌唱凯》孕育的全过

程。

作为本书的策划人，我对林德元同志的这种敬业精神表示敬意，更对他

的无私大爱表示谢忱，我相信抚州市所有人都会为作家的这种义举深受感

动，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我想，这就是《军歌唱凯》所

要表达的。

                                                    

                                                   林德明

                                                2011.1.8抚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 武夷山发威

2010年6月18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成为竹筛似的天空仍在下着银

箭一样的暴雨，已经十多天了，这雨一点也没有停歇的意思，让绵延数百里

的武夷山脉茂密的山林植被，象一块吸透了水的海绵，只要轻轻一拧，就能

挤出无数的水流，从山里蜿蜒而来的溪流，将昔日温文尔雅的田野港汊灌得

满满荡荡，绕过农田向下游的洪门水库（醉仙湖）、再沿着黎滩河流入抚河。

这条平日水流量不大、却号称江西第二大河流的内陆河，正在悄悄地酝酿着

一次大暴动，一次决堤倒坝的惊人之举。只是眼下，连续十多天的暴雨，并

没有造成灾害性的内涝，水稻正在扬着嫩青色的谷穗加速灌浆，烟叶正纷披

着硕大的叶片由青转黄，一个成熟透了的六月显得生机盎然，丰收在望。正

在田间劳作的山区农民，尽管雨中的农活不多，但还是热衷于欣赏自己亲手

栽种的庄稼，他们习惯于侧耳静听雨打庄稼的叭嗒声，习惯于田埂上的青蛙

跳动在脚前脚后，到处是青葱的颜色，嫩绿的颜色，置身在山岭田垄都是青

第一章　山洪！山洪！山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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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朝气的环境中，会让人流连忘返。

这天上午，原本安静的武夷山脉，突然有一种极像击鼓的声音从深山里

传出，沉闷的、震撼人心的鼓声先是隐隐约约，继而是地皮颤动，再后来是

轰轰隆隆，随之有人在山里喊：山洪来啦！山洪来啦！

可怜的呼喊即刻淹没在如鼓的震撼声里。

十二年前恐怖的一幕，又一次在同一地域出现，抚州的东南部山区，正

不偏不倚地降临着十二年前的同一场灾难：山洪爆发，沧海横流！

刚好是十二年一个轮回，刚好是六月中旬这个可怕的日子。

最先被山洪吞噬的是黎川县，最先听到山洪咆哮的是德胜镇。这个镇

紧傍着武夷山脉，与地处福建省的泰宁地区背靠背，泰宁山区有座特大型的

池潭水库，象一个鄱阳湖高悬在德胜镇的头顶上，经不住连续多日的暴雨狂

注，池潭水库终于坝倒库泄，强似千军万马向着江西省抚州方向奔突而来，

地处下游的德胜镇首当其冲，一下子陷入了汪洋大海，所有村庄被淹，道路

被淹，稻田、烟田被淹，学校、机关、医院被淹，正在田间劳作的人们来不及

跑回家中，正在上课的老师和学生来不及收拾课本，正在家里安享晚年的老

人带着孩子来不及收拾衣被，正在公路上行驶的大小车辆来不及开到安全

的地方，洪水就将这个平静的山乡全部淹没了，惊慌的人们逃到高处的山

上，逃到自家的楼上，逃到孤零零的树上，望着浊浪狂流，一时间感到了世

界末日的来临。事后有一个乡镇干部在回忆时说，我看过电影《2012》，感觉

这次山洪就是世界的末日到了，真的可怕。

一个个特急电传向上级报告：德胜镇爆发山洪！

德胜告急！

黎川告急！

抚州告急！

一个个惊慌的声音在喊：

山洪！

山洪!

山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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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多名群众被困，几千户家庭被淹，洪水仍在上涨……

正在市里忙着听取气象部门汇报天气情况的市委书记甘良淼，第一时

间知道了黎川县爆发的山洪，他立即和市长张勇开了个碰头会，要求市县

联动，全面部署，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紧急动员，迅速行动，组织人武部、

公安、武警、消防、民兵预备役、医疗防疫人员及附近干部群众等救援人员

2000多人，冲锋舟30多艘、运输车1000多辆，迅速赶往德胜镇救援。

这是一个有防灾准备的地区，这是一支有应急预案的队伍，这是一群有

效应灾难的领导者。

一下子功夫，通往黎川县的高速公路上，飞速行驶着赶往灾区的车辆，

青山夹峙，天地之间，车辆排成了一条长龙，有的车辆挂着抗洪救灾的红幔，

有的车辆来不及打上标语，只是用红纸在车前的玻璃上写着“黎川救灾”几

个字，高速公路收费站已接到通知，凡是救灾车辆，一律放行，时间一刻也

不能耽误。那是何等的一种阵势，那是何等的一种气氛，那一天，高速公路

收费站的同志感受到了一种临战前的紧张，看到了一种英雄赴难的悲壮，他

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站立为抚州的壮士行一个崇高的注目礼！

市委书记甘良淼来了，市长张勇来了，市委副书记吴优生来了 ，市人

大常委主任罗建华来了，军分区政委吴平来了，他们是第一批、第一时间赶

赴灾区的领导者，他们把指挥所搬到了离灾区最近的地方 ；还有市里的各路

领导黄牡香、朱章明、魏建峰、黄晓波、熊立鹏、熊海文、姚水根、黄日强、胡

新生、段显湘、李求明、许四星、刘菊姣、黄赛荣、袁方华、陈云斐、廖建辉、

何建辉、郑有清和喻志勇、宋有志、余建平、徐荣宁等都相继赶往黎川德胜，

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指导抗洪救灾，看望受灾群众，慰问救援人员。

抚州市的六套班子齐聚德胜灾区，他们为受灾群众带来了政府的福音，

带来了生存的希望。

中午1:20分，省委书记苏荣给甘良淼打来电话，对黎川德胜镇的灾情十

分关心，详细询问雨情灾情，并对当前的抢险救灾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部

门一定要高度重视，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灾工作，确保不出现人员伤亡，确

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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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中，苏荣的声音有些颤抖，作为江西省的最高长官，他感受到了大

灾来临时的巨大压力。几百里之外的受灾群众，正在洪流之中受着怎样的煎

熬，1998年的世纪大水，他见过湖北破堤，几十万群众浸泡水中的电视画面，

他见过九江决堤，十万军民英雄堵口的可歌可泣，他见过爬在树上、冻得手

脚僵硬、苦盼着救援的小女孩，更见过解放军战士驾着冲锋舟在被淹的村庄

间奋力抢救百姓。苏荣不得不向他的爱将们下达死命令 ：一定要确保黎川被

困群众务必在今天白天内转移完毕，把受灾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抢险救灾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可及时向省委、省政府报告，省委、省政府将在人力、物力

上给予全力支持。

在一处地势较高的路边上，紧锁着眉头的甘良淼书记穿着一身黑色的

雨衣，撑着一把深绿色的大伞在听取黎川县委书记韦萍的简短汇报。这个

1968年出生在一座小县城的女书记，一手拿着雨伞，一手拿着矿泉水瓶，神

情有些激动地向甘书记和张市长汇报她刚布置完的救灾方案，一个小女子

哪见过这样的洪灾，可这不可遏止的洪灾却还是在她的辖区内出现了，而且

是浊浪翻滚，冲决一切。韦萍时不时用撑伞的右手去推推下滑的眼镜，借以

掩饰她在上级领导面前的胆怯，她是个被时代推到了前台的女子，不得不用

一种超乎寻常的刚强去平静内心，特别是在一些长者、一些领导、一些大男

人面前，她不能有丝毫的慌乱，全身心地以她的成熟和责任去指挥全县的力

量抢险救灾 ；他这些天一直有个心结，宝贝儿子今年高考，分数如何还不知

道，她不奢求儿子高中状元，只希望儿子能象妈妈当年一样，考上一所较为

理想的大学，之后再去考研究生。作为母亲，她却没有空闲去关心儿子，作

为县委书记，她必须放下儿女情长，所以她用一个女人的细腻，调动全县的

新闻摄影记者赶到前线，真实的拍摄受灾的情况，准备用最快的速度制作一

本《众志成城战洪魔》的彩色画册，把黎川县军民抗洪救灾的掠影留给历史。

大自然似乎是要和25万人口的黎川县较劲，6月18日这一天里，短短的6

个小时，黎川的降雨量达到了148毫米，导致德胜、日峰、潭溪等乡镇严重受

灾，用倾盆大雨形容那时候的黎川上空，一点也不过份。德胜镇刚刚告急之

后，6月19日，厚村乡、湖坊乡、熊村镇等乡镇又随之告急，整个黎川县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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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水中的黎明物象

7月14日，我和抚州军分区宣传干事徐敬赶到黎川县采访，见到洪水已

经退尽的黎川，到处是被洪水冲刷过的惨状，农田全部沙化，白花花的沙粒

和鹅卵石将昔日的稻田全部掩埋，即将丰收的稻谷已经不复存在，烟田里的

烟叶被洪水浸泡之后，只剩下半截光秃秃的杆子，杆顶上几片枯黄的叶子耷

拉着脑袋，似乎在告诉我们那场洪水的无情，作为黎川县的主打经济产品食

用菌，更是遭到了灭门之祸，食用菌棚冲垮了，冲没了，用来培育食用菌的

菌棒散落在各个地方 ；更惨的是黎川的道路和桥梁，一路上，我们的小车都

是在提示着“此路被洪水淘空，请靠内侧行驶”的告示下缓慢行驶，而那些

坚固的公路桥梁，也被洪水冲得缺胳膊少腿，每一座钢筋水泥大桥都成了危

桥 ；那一座座乡村间的跨港大桥，让我们不忍看到的是它们仅存的某一个桥

墩，某一块桥板，某一根裸露在外的钢筋。在德胜镇黎明村，镇人武部部长

黄友毅指着一条遍布鹅卵石的水港，让我们猜这里曾经有过什么，我们猜了

一会没猜出来，黄部长说，洪水来之前，这里有一座水泥桥，能走汽车的那

种桥，现在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在厚村乡大源村高戈自然村边上的泄洪港

里，有一条叫洪桥的水泥桥，是村民平日去往山中管理山林的必经之路，一

场山洪袭来，洪桥彻底消失了，连一个桥墩，一块桥板也没有给乡村百姓留

下来，只有水港两岸泻去的泥土痕迹，似乎在告诉我们那是一座桥的起点和

终点。一位90多岁的老人侧着耳朵向我们凑过来，想听听我们的谈论，当听

清我们是在怀念一座桥时，他张合着一张没牙的嘴巴，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再

半个县的乡村泡在洪水之中。

在第二天的《抚州日报》上，头版刊登着抚州市委、市政府办公室的特

别通知，要求全市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和各人民团体，全力投入黎川

县的抢险救灾，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黎川被困群众的安全转移。这天无疑是

抚州抗洪决战期间最高级别的命令，谁都知道灾情的严重程度，谁都想上前

线去救出几名群众，抢出几样物品，哪怕是送上一瓶水，一碗饭，一句温暖

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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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座桥。老人叫涂水福，戴着尖顶旧斗笠，拿着柴刀和绳索正想到对岸的

山里砍点烧柴去，无奈在港边走了很远，也没能涉过港去，他毕竟不能象年

轻人一样从已经流水不多的港里跨过去，可是他很急迫的样子，毕竟二十多

天没有去过山里——他从小就在山里进进出出，从没有隔过二十多天不进

山砍些枯枝拾些柴棍的，从那个老人一说话就露出鲜红的牙龈就看得出来，

长寿的涂水福老人还能背得动一捆山柴。我们见老人势在必得的架势，知道

老人还在想着去港对面的谋略。我们想劝老人回家去，却又不忍心拂去老人

想去山里的迫切愿望，但洪桥的消失又无情地阻止了老人前去的道路，他那

长得很长的老人眉下面，是一双不甘心又显得无助的眼睛，看着，久久地看

着鸟鸣虫唱的茂密山林。

陪同我们采访的黎川县人民人武部副部长雷满春，在黎川工作了一年

多，他说他跑遍了黎川的每一个乡镇，有的自然村还去过多次，所以也称得

上是个黎川通。一路上，他都在向我们讲解经过的地方叫什么，有什么特色，

特别是对二十多天前的抗洪救灾，他更是讲得有些动情，作为一个抗洪救灾

的亲历者,“支前应急营”的指挥官，他的身上，他的身边存在着太多太多的

故事，我想采访他时，他总是轻轻的一笑，说让我们去采访黄冬生部长，还

有那些基层人武部长和民兵，他马上就要回到军分区接受新的任命离开黎

川了，对于在黎川所作的一切，年轻的他是想留给默默的回忆，珍藏在内心

深处，在一天的采访结束，我们深夜离开黎川时，雷满春副部长都没有谈他

个人搏击洪灾的片言只语，说得最多的是那些和他一起抗过洪的民兵预备

役人员。

在德胜镇黎明村，镇人武部部长黄友毅向我们介绍了黎明村的村支书，

还有五位来自镇里的蹲点干部，他们正在核实和研究灾后自救。黎明村是一

个受灾最重的行政村，全村869户，4000多人，有农田4569亩，烤烟1300亩，

绝大多数的农户和田地都被洪水冲刷和浸泡过，房子倒了，家具、粮食没了，

村支书说，要是在几十年前，群众早就死的死逃的逃了，这次呢，虽然是凶

猛的山洪，但全村没有死一个人，救灾的物资下来了，每家每户都有吃有喝

的，虽然艰是艰难了点，但日常生活还是很正常，没有人大吵大闹，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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