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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这种事情不管谁看到
了都会出手相助的！”昨天下午，已返
回上海工作的郭先生在接受本报记
者电话采访时，淡淡地表示，“现场还
有好几位热心市民，我们只是做了应
该做的事情。”

11日下午，市区环城东路上，一
名头戴蓝色的“饿了么”头盔的小哥，
外面套着一件红色雨衣，趴在一辆白
色电动助力车上，一动不动。

这一状况引起路对面缪女士的
注意。打着伞、步行经过的郭先生也
目睹了异况。缪女士和郭先生不约
而同地走了过去，查看详情。

郭先生告诉记者，他和缪女士发
现外卖小哥脸色憔悴、极为疲惫，满
眼都是血丝。经他询问，30多岁的
小哥用疑似徐州一带的口音，自述已
连续工作20多个小时，实在疲劳至
极。看着小哥极度虚弱，为防意外，
郭先生赶紧拨打了110和120。

郭先生说，10分钟不到，民警和
急救医生先后赶到了事发地。

120急诊医生证实，面对他们的
询问时，外卖小哥自述连续工作了很
久，感到极度不适，不过坚持认为“缓
一缓”就好了。在确认无大碍后，急
救人员撤离现场。

郭先生介绍，有热心市民还从对
面的面包店拿来蛋糕和矿泉水，送给
外卖小哥。

昨天下午，记者先后联系了美团
和饿了么平台，遗憾的是，始终查找
不到这名小哥的信息。

热心市民助人为乐的视频被目
击者上传到网络平台，引发各方关
注。不少网友盛赞作为全国文明城
市的南通，“慈善之城”“大爱之城”
名不虚传。

市120急救中心提醒广大市民：
在高温高湿气象条件下，120日常急
救过程中也经常会接诊一些如外卖
小哥、工地劳动者等户外工作者，多
以中暑、外伤、猝死和交通事故为
主。因此，高温季节，户外工作者尤
其要注意防暑降温，做好防护，做到
劳逸结合；周边群众发现需要救助的
突发患者，须第一时间拨打120并采
取力所能及的急救措施。

记者周朝晖 张园

“以前只要一下大雨，车辆通过就会
掀起一阵阵水花，连带着积水一起漫到步
道上。现在积水点改造了，顺利通过了前
几天汛期暴雨的考验。”昨天，崇川区永兴
街道越江社区居民周汉良对家门口的积
水改造工程现场连连点赞。永兴街道开
展越江社区积水点专项整治行动，改造老
旧小区积水点，保障群众通行安全。

越江新村位于外环西路南侧，江海
大道和船闸西路之间，共有住宅楼108
幢、3151户，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是
一处地势低洼的老旧小区。由于下水管
网常年失修、淤堵等，小区积水时有出
现，低洼积水让居民备受困扰，严重影响
居民生活出行，成为小区居民多年的“闹
心事”。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 2023 年 7
月，一场空前的特大暴雨让小区内的道
路出现严重积水，尤其是东门到南门之
间的主干道，积水都漫过了膝盖。当时
抽水车来了好几辆，我们就想以后夏天
怎么办？”家住越江新村的居民袁启华回
忆当时“水漫金山”的现场仍然心有余
悸，最早建成的40幢住宅楼片区出现了
大面积积水，最深处达到40厘米左右。

小区内部路面积水既影响居民的日
常出行，也存在一定的道路安全隐患。
为解决居民雨天“出行难”的问题，永兴
街道开展越江社区积水点专项整治行
动，街道城建办充分发挥统筹作用，通过
现场调研、召开协调推进会等方式，详细
了解易积水点的现场情况，协调解决治
理过程中出现的难点、堵点，同时与水、
电、煤等部门积极配合，联合代建单位进
行管线交底，共同推动越江积水点治理
工程落到实处。在多次现场勘察，开会
讨论，反复推敲，商讨整改方案后与区市
政局对接协商，最终改造工程于今年5
月18日正式开工。

改造任务重，资金紧，时间紧，人员
紧，必须抢在汛期前完成。为了又好又
快平稳度过汛期，永兴街道和代建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合理编排施工计划，
按计划边施工边初检，同时还成立了由
业主代表、代建、监理、社区党员代表（居
民代表）组成的监督小组，每天根据既定
的施工计划进行跟踪，与计划进行对比，
现场与施工方、监理方就监督中发现的

问题进行探讨，确保工程按照时间节点，
保质保量推进。6月19日凌晨1点30
分，积水点改造中的所有雨污水管道敷
设完成；7月9日，积水点改造验收工作
也顺利完成。7月11日下午，永兴街道
牵头组织市政、财政、代建、设计、监理、
施工等单位，对越江新村积水点170米
左右的雨水管道改造工程进行验收。专
家们验收后一致认为该工程完全符合要
求，同意通过验收。

“前几天的强降雨就是一块‘试金
石’，既考验改造后排水系统面对强对流
天气是否具有短时排尽雨水的能力，也是
对后期管道养护工作的一次“测验”。永
兴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陈辉告
诉记者，此次越江社区积水点改造历时一
个半月，主要通过对越江新村地下排水主
管网扩大口径，增加雨水井、污水井数量，
对现有管网进行清掏等手段，以达到增强
汛期排水能力，确保水流畅通。

为高标准构建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
系，南通打出泵站新建、管网提升、污水
截流、雨水井改造组合拳，逐步消除管网

“空白区”、还清历史欠账，完成了包括长
江中路、通沪大道在内的40余处积水路
段的改造，雨水管网建设达到20年一遇
标准，内涝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前些年暴雨时，这里几乎一片汪
洋，积水最深处超过20多厘米，汽车开
过都能掀起浪头。”提起北城大桥北侧匝
道的积水问题，家住华强城的居民盛先
生清晰记得当年的场景。

市政部门继续聚焦城市“里子”，对
去年发现的23处易涝点制定“一点一
策”整改方案。“匝道口处地势较低，桥上
的雨水汇聚到此处，容易造成积水。我
们在此处增设了3根勾通管和8个雨水
边井，加快排水速度，从根本上解决积水
问题。”市政设施管理处设施管理二科科
长倪俊峰告诉记者。这是“一点一策”的
其中一个点位，聚焦问题导向，根据地理
位置特点制定整改方案，为百姓解决了
实际困难。据了解，市政部门今年还依
托国债资金支持，全面提升雨水管网、排
口、箅子、检查井等排水设施，进一步夯
实“地下软实力”。

本报记者蒋娇娇
本报通讯员王庆宇 孙云

外卖小哥累趴 市民送去关爱
凡人善举又添“南通佳话”

多部门联动整改23处易涝点

一点一策解决积水烦心事

“副班长，我看你来啦。”14日上
午9点 50分，一名老兵与妻子、姐
姐、侄女一起走进庄严肃穆的如东县
革命烈士陵园，来到李华烈士的墓
前，深情地鞠躬，为烈士点一炷香、敬
一杯酒、献一束花，操着略带新昌方
言的普通话，诉说着将近40年的思
念之情。

他叫朱岩良，七级伤残军人，浙
江省新昌县人，1984年7月跟随所
在部队——天下第一团奔赴南疆作
战。朱岩良1983年年底参军，被分
在特务连工兵排7班。李华烈士比
他早一年参军，是他的副班长。“李华
从生活、站岗放哨、军事训练、思想情
绪等各个方面时时刻刻关心我，是我
学习进步的师父。”朱岩良说，“在战
场上，我们工兵是全团的开路先锋，
副班长在1984年 8月14日排雷时
不幸牺牲。他走后的第6天，军校录
取通知书到了部队，可他已经为国
捐躯了……”

“我们在战场上，迎着枪林弹雨，
用血肉之躯开辟胜利通道。战后，我
们工兵排荣立集体一等功，庆功会上
合影时，没有了副班长和其他几名烈
士的身影，他们成了无名英雄。”朱岩
良满含热泪，倾诉衷肠。

“副班长离开我们快40年了，
但我常常在梦里见到他，早就想来
如东为他扫墓，看看他的父母亲，但
是工作跑不掉，前几年又在上海做
了大手术，40年的思念和牵挂一直
萦绕在心中挥之不去。”14日凌晨5
点，朱岩良的妻子驾驶私家车从新
昌县七星街道人和景园出发，直奔
如东，他的姐姐、侄女轮流担任驾驶
员。

“伯伯，我是李华班里的战士，
40年前，我们一起上战场，一起并
肩战斗。今天特地从浙江省新昌
县赶过来，看望您。”吃过午饭，朱
岩良和妻子驱车赶到大豫镇南坎
社区李华烈士的家，为李华的父亲
送上大红包、人参、绍兴女儿红和
新昌茶叶。

得知李华烈士的父亲今年已经
90岁，除了高血压外，身体硬朗，还
能下田劳动，朱岩良倍感欣慰。李华
烈士的母亲因病失能卧床一年多，于
今年5月16日去世。朱岩良带着歉
意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

一趟跨越400公里的“重逢”，融
进了戍边战士40年的思念，盛满恒
长的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杨新明

40年的思念 400公里的“重逢”
浙江老兵朱岩良跨省来通祭英烈

昨天，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大学生志愿者与孩子们一起做游戏。当天，南京
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暑期支教实践团队22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海安市墩头镇千步
村，为当地儿童带来文体、科普、艺术等方面的兴趣课程。这是该学院连续11年来
此开展暑期活动，为乡村孩子带来知识与欢乐。 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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