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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天时间，3次洪峰。
因“村超”出圈的贵州小城榕江县，近

来因反复出现的洪灾牵动人心。榕江经
历了怎样的考验？最新的情况如何？

三战洪峰
榕江县城四面都是大山，城区位于海

拔低的坝区，都柳江、寨蒿河、平永河三条
水道在此汇聚。

6月21日，榕江县遭遇强降雨，流经
县城的都柳江水位迅猛上涨，导致部分道
路塌方，房屋进水。洪水退去，当地干部
群众积极清淤，逐步恢复生产生活。

洪峰，一波未平一波又来，防汛警报
一次次拉响。

6月23日夜，暴雨再次如注。次日早
晨，居住在高楼的人们打开窗，惊讶地看
到一片“泽国”。

近80%的城区被淹，地下车库、商场积
水深达数米，泡水的汽车七零八落，一些
老旧房屋如积木般被彻底冲垮……

面对超大洪水，当地干部群众与外来
的多支救援队携手并肩，投入抢险救灾。

承载着中国乡村足球梦想的绿茵场
被淹，近百人的救援队伍开动铲车等大型
设备，努力清理淤泥。

6月28日，洪水又一次杀了个“回马
枪”，让前几天的艰辛努力付诸东流。从
凌晨5时到中午12时30分，榕江防汛应
急响应从Ⅳ级不断提升，直至Ⅰ级。

当日17时许的航拍画面显示，距离
河道仅几十米的“村超”球场，在短短10
分钟内便被洪水迅速“占领”。

来自石灰厂水文站的预警显示，8360
立方米/秒的洪峰正在直逼城区，超保证
水位2米。当地迅速发布场坝社区、大十
字社区等七大洪区人员撤离路线。

“所有人员，洪水来了，请迅速撤离！”

“快，快，大家马上紧急撤出去！”身穿雨衣
的党员干部手持喇叭，挨家挨户喊话。

不漏一户、一人，经过充分动员，最终
上万户家庭、超4万人连同救援人员一起
安全转移。

又见彩虹
28日深夜，位于老城高处的榕江县民

族中学里灯火通明，应急发电机嗡嗡作
响。被紧急征用为安置点后，操场上、教
室里，容纳了400余名受灾群众。

货车运来一批新的救灾物资——300
多床被子。顾不上疲惫，在微弱的灯光
下，志愿者们有序分发起来。

“一家人至少保证要有一床被子。”校
长杨峰不时喊话。待到29日1时，原本嘈
杂的安置点慢慢安静下来，人们进入梦
乡。

上午10时，传来好消息：洪水逐步消
退。各方人员逐步重返城区。

踩着厚厚的淤泥，记者来到“村超”球
场，只见各类救援车辆往来穿梭，挖掘机、
推土机不停清淤，头顶四台大型无人机正
在进行防疫消杀作业。

“早就听过‘村超’。这里受灾了，我
们也想尽一份力。”前一晚从四川宜宾自
发赶来的一支救援队的队长向辉说。

身着迷彩服的榕江县文体广电旅游
局干部赵福润说，尽管洪水猛烈，但他看
到，球场上“贵州村超”的牌子依然屹立不
倒。

30日，多台高压水车对地面进行冲
洗，历经风雨的“村超”球场上出现了一道
动人的彩虹。

重建家园
榕江最大商场排涝完成、大型清淤车

顺利进入老城区受灾严重的场坝街……

小城正在一点点恢复。
供电方面，在前线指挥的南方电网贵

州电网公司副总经理段荣华说，经过夜以
继日的抢修，受三次洪峰影响的榕江已经
实现“城区户户点亮、行政村村村通电”。

供水方面，县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他们正全力以赴克服困难，努力在最
短时间内实现受灾区域全面恢复供水。

灾难面前，有无数动人的温暖画面。
75岁的老人，肩扛自家大米，手提园

中小瓜，步履蹒跚走向捐赠点；
半夜12点的榕江县忠诚镇上，“大食

堂”灯火通明，“不能让救援人员饿肚子”，

村民们通宵达旦准备早餐；
全国道德模范阿里木江·哈力克从乌

鲁木齐辗转来到榕江县，在忠诚镇“大食
堂”切肉帮厨……

榕江县已转入灾后重建阶段，正在逐
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在榕江县愉景湾小区，烈日下浑身湿
透的电力抢修队员，收到居民自发送来的
西瓜。“师傅们辛苦了！快吃块儿解解
渴！”点滴互助如微光汇聚，照亮风雨后的
重建之路。

在灾后重建的“加时赛”，每个人都是
榕江的“守门员”。 据新华社电

贵州榕江三战洪峰：

因“村超”出圈的小城挺过来了！

洪水中的榕江县城（6月28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 图

一扇大门后的烟火新潮
“3元的黄凉粉、18元的荣昌卤鹅，政

府食堂的小碗菜比饭店还实惠！”“五一”
假期期间，重庆荣昌区政府机关食堂成了
全国游客的“打卡地”，单日接待量达1.3
万人次，6.7万名游客在此品尝到地道的

“荣昌味道”。食堂后厨里，单日炒制回锅
肉超过200锅，政府紧急抽调50名专业厨
师增援，服务窗口从4个扩容至12个，机
关干部放下文件帮忙传菜，无人机在空中
巡查秩序——这幅“政务空间烟火化”的
图景，正是荣昌文旅破圈的关键。

荣昌政府大院内，非遗体验区里的夏
布编织技艺也吸引游客驻足，保安变身

“文化导游”讲解荣昌陶历史。“我们把办
公地变成了展示城市文化的场所，让游客
吃饭、停车的时候，就能了解荣昌的历
史。”荣昌区文旅委副主任张志秀说。

在湖北赤壁，端午假期的政府机关食
堂推出“五菜一汤”套餐，鱼糕、小龙虾搭
配免费青砖茶，9元的儿童餐和免费提供
的粽子、盐蛋等端午传统美食让游客直呼

“暖心”。食堂周边150个车位免费开放，
连同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也一起开
放，柔性执法的交通政策让自驾游客畅行
无阻。社交平台上，“在赤壁政府食堂打
卡”成为新潮流。

开放背后的政务融合
政府大院的开放，绝非简单的“蹭热

度”，而是想办法把公共资源更好地利用
起来。中国旅游研究院专家罗兹柏认为，
荣昌等地的做法体现了三个重要理念：开
放打破了政府机构的围墙，服务满足了游
客的实际需要，共享让闲置的地方活了起
来。“特别是对于条件有限的中小城市，这
是用‘好服务’来弥补‘硬件不足’的好办
法。”

数据印证着这种创新的成效。荣昌
“五一”假期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卤鹅
销量暴涨752%，零售额突破20亿元；“五
一”假期期间，赤壁市累计接待游客57.64
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4%，文旅市场多项数
据创历史新高。更重要的是，游客好感倍
增，“做攻略时无意刷到政府食堂开放的
消息，专程来尝鲜”“上午看完赤壁市博物

馆，然后直接来政府食堂打个卡”……来
赤壁游玩的游客纷纷在社交平台上留下
好评。

这种认同背后，是政务场景与文旅
体验的深度融合。荣昌把食堂小票变成

“优惠券”，游客凭票可以去非遗工坊体
验做陶器，享受半价优惠。赤壁食堂也
听取外地游客建议，新增了热干面等湖
北地方特色美食，让游客通过美食感受
三国赤壁的历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邓爱民认
为，这是“政府+旅游”的新尝试。“当政府
大院从‘管理空间’变成‘大家生活的一
部分’，游客看到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
个城市的治理理念和人文温度。”邓爱民
说。

打开大门后的无限可能
“怎么让一时的‘热闹’变成长期的

‘红火’？关键是要不断进行场景创新。”
荣昌区副区长王媛媛介绍，荣昌计划建
设“24小时政务客厅”，整合图书馆、母婴
室等功能，工作日午间向环卫工人开放
食堂，周末向青少年开放运动场馆，让开
放场景更多元，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

湖北赤壁政府机关食堂计划未来继
续在重要节假日时开放，通过服务升级
和惠民政策吸引更多游客，提升旅游体
验，助力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河南滑县
呼吁将全县具备晒粮条件的基层党建阵
地（含政府大院、村党群服务中心门前、
文化广场、周边空地）全部开放，为群众
开辟夏粮“阳光晒场”，乡村两级在政府
大院、党群服务中心设立“农机手驿站”，

进一步拓展政府服务功能。
邓爱民建议，在建党日等节点，可通过

设计红色文化主题餐饮，在机关食堂内设
置党史学习区域、红色标语和党旗展示等，
组织党员讲解红色历史或开展微型党课，
设置党史学习的互动屏幕，让游客在就餐
时接触到党史、了解革命精神，打造红色食
堂等党建旅游新模式。

大门敞开处，风景正好。敞开政府大
门，让政务、民生、文化、旅游在此交融。这
扇门后，是服务型政府主动将空间开放给
公众的用心，是文旅融合突破传统模式的
创新探索，更是城市治理走向现代化过程
中，政府与市民游客真诚互动、共同进步的
体现。 据新华社电

大门敞开处：政府大院成文旅新“景”

最近，一些地方的政府
大院变得热闹起来。节假
日，重庆荣昌区、湖北赤壁市
等地政府机关食堂向公众开
放，提供物美价廉的特色餐
食。“三夏”期间，河南滑县多
个乡镇的政府大院大门敞
开，变身群众的“晒粮场”。
这些曾被视为“严肃空间”的
行政场所，正成为当地文旅
探索的新场景，也成为服务
型政府建设的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