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玉萍 通讯员 仓
萱）“地库已经加装防洪挡板，安全起
见，小车可以先停路面或其他地
方。”昨日，仓山区公园西路状元府
小区出入口，身穿雨衣的保安陈志
新见有人准备开车进入地库，立即
上前引导。

去年，受台风影响，状元府小区地
库被淹。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地库
出入口安装了四五十厘米高的防洪挡
板，边上还准备了防洪沙袋。“地库停放
了130多辆车，我们加装了防洪挡板，还
提前通知业主及时转移车辆。”小区物
管人员说。

而在江南水都美域小区，地库的
防洪挡板加高到1.2米，边上还安排了
龙吸水、沙袋等待命。业主王先生看
到后直言：“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称，去年受台风

“海葵”影响，小区地库积水严重，物业
随后购置了“龙吸水”等设备，今年按
照仓山区要求，积极做好防抗台风各
项工作。

记者了解到，吸取去年台风期间
小区被淹的教训，仓山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防御台风“格美”工作，根据市
委主要领导指示，密切关注气象动态，
把确保易涝小区、易涝村居、易涝点等
重点区域防范到位作为防抗“格美”的
重要内容，全力做好小区防洪防涝，特
别防止小区地下室被淹，保障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连日来，仓山区全面摸排 76个易
涝小区，特别是去年受淹严重的 27个
小区，并在入口处张贴台风暴雨告
示，做好应急预案和 24小时值班表，
配齐备全小区地库防水挡板、沙袋等
防汛设施。据初步统计，截至 25日，
仓山区共加高增厚防洪挡板约 210
处，增加沙袋数量约 5000个，增加各

类抽水泵约 160台，增加大型抽水设
备 3 台以及其他防台风防涝设施设
备。

村居防抗台风工作也在持续进
行。昨日，盖山镇跃进村干部每隔一
段时间就跟进一次各自网格的低洼地
带积水情况。“我们提前转移低洼地带
群众 23人，还准备了铲车、冲锋舟和
抽水设备，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
情况。”跃进村党委书记、村主任王和
杰说。

为打好防抗台风主动仗，仓山区
主要领导多次深入一线指导防台风防
汛工作，区四套班子领导驻点挂钩镇
街（园区），镇街主要领导在岗指挥，地
灾点、易积水点、危房危屋等各级各类
防汛责任人全部在一线开展巡查、应
急处置等工作。全区组织救援力量
246支 4572人，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支
援重点领域防抗台风。

仓山区主要负责人表示，将继续
按照省、市部署要求，坚持党员干部
带头深入防台风一线，全面做好排涝
抢险、道路清淤、受灾房屋安全隐患
排查等工作，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
最低。

打好防抗台风主动仗

仓山易涝小区配齐防汛设施

2525 日下午日下午，，仓山一小区加高仓山一小区加高地库地库防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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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格美”带来的狂风暴雨，吹
不散向险而行的磅礴力量，浇不灭守
护人民的“初心之火”。连日来，我市
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
风雨之中筑起“红色屏障”，让党旗在
一线高高飘扬。截至昨日，全市累计
下沉干部 24738 人次，转移危险区域
群众33938人，做到应转尽转。

背起群众的安全
“警察同志，我们家被淹了，里面

还有 80岁的老人瘫痪在床。我背不
动，能来帮帮忙吗？”25日2时许，长乐
区公安局漳港海防派出所接到群众报
警求助。

时间就是生命！值班的党员民警
刘志诚立即带队出发。被积水浸泡的
是一座老式瓦房，屋顶的木板已经破
裂，现场一片狼藉。此时暴雨如注，水
流浑浊且不断上涨。刘志诚打开手电
筒，蹚过没膝的水流走向被困老人。民
警进入卧室时，积水已没到床沿，老人
在床上神情焦虑。

“老人家别担心，我们马上背您出
去。”刘志诚与同事一边安抚，一边背
上老人走到安全地带。

险情在哪里、群众的需要在哪里，
共产党员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哪里。大
风大雨中，他们挺起最坚实的“脊梁”，
托起人民群众稳稳的安全感。

“一听说要来台风，村里的党员干
部就来家里了，帮我们转移到村部，对
我们都非常照顾。”25日上午，记者在

福清市东张镇少林村的避灾安置点看
到，转移到这里的 15名村民正在看电
视，对于党员干部的迅速作为，村民夏
大爷点赞连连。

党员干部还在避灾安置点精细划
分了文娱区、休息区、健身区、阅览区
等多个功能区，备足各项生活必需品，
搭配好一日三餐，让群众在安置点住
得安心、舒心。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对
住在有安全隐患地区的群众进行避险
宣传和转移安置。有的村民选择投亲
靠友，有的转移到村部，21名需要转移
的人员都已实现应转尽转。台风过
后，我们会再把村民送回家。”少林村
党支部书记陈杰说。

全力与风雨赛跑
昨日下午 4时许，长乐区航城街

道下朱村党支部书记朱燕辉又一次在
村内冒雨巡逻。看到前一天夜里刚挖
的沟渠水流畅通，他紧张的心情才稍
微放松了一些。

这条沟渠的开挖源于去年台风时
的遭遇。“当时村里的积水没过膝盖，
灌进村民家中，严重影响大家的日常
生活。今年，我们充分吸取经验，警惕
内涝发生，果断决定开挖沟渠。”朱燕
辉说。

24日傍晚，钩机进场，工人开始作
业，下朱村的干部们坚守在现场保障施
工。这场雨中作业一直持续到昨日零
时许。长度超300米的沟渠终于在台风

来临前被挖通，村内排水有了保障。
防抗台风“集结号”吹响后，我市

党员干部迅速行动，奋力与时间赛跑、
与风雨抗争。

24日傍晚，晋安区岳峰镇竹林社
区党总支书记潘冰再次来到省物资储
备宿舍一楼，开展“回头看”。不等潘
冰开口，年逾八旬的林依伯就表示，饭
后立刻离开一楼。潘冰不放心，拉过
椅子看对方吃完饭、去楼上的亲友家
后，她才离开。

省物资储备宿舍建于 1995年，一
楼平房住着 3户高龄老人。“格美”逼
近，潘冰立即在微信上通知子女将老
人转移上楼。怕老人不听劝，潘冰自
己也到现场劝导。看到潘冰冒雨赶
来，林依伯和老伴很感动，保证安心待
在楼上，不给大家添乱。

构筑温暖港湾
狂风呼啸，暴雨倾盆，这是杨桥河

南新村和周边老旧小区车主最担心的
情形。

“去年，台风‘杜苏芮’使辖区 300
多辆车‘泡汤’，今年我们必须为此做好
准备。”鼓楼区南街街道杨桥河南社区
党委书记陈丽表示。24日上午，她紧
急联系周边杨桥新苑、万科九如府两个
商品房小区，为低洼地带老旧小区的车
辆寻找“避风港”。

一开始的协调并不顺利，出于对地
下车库安全和小区业主反对的顾虑，物
业仅同意开放100个车位供临时停放，

远不能满足需求。陈丽没有放弃，当天
下午，她走访两个小区的物业，与业主
座谈、与开发商通话，并在短时间拿出
完善的临时停车保障方案。

“走进社区，我们都是一家人，关
键时刻的邻里互助更有意义。可以考
虑开放未出售和对外营业的停车位，
我们会安排专人做好现场秩序引导，
保证小区的安全。”在陈丽坚持不懈的
说服下，杨桥新苑及万科九如府小区
的业主、开发商、物业一致同意免费提
供400个地下临时停车位。

与此同时，社区党员干部们挨家挨
户开展防汛宣传，逐一登记确认车辆停
放位置及车主信息。至昨日下午，300
多辆低洼地带的私家车已安全迁移。

仓山区家庭服务业共享职工之家
工会驿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避风
港”。昨日一大早，仓山区新就业形态
联合工会会长叶珩来到驿站，清点整
理物资、检查设备、烧好茶水，等候来
驿站的职工。

“我还点亮了驿站所有的灯，希望
户外劳动者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天气
里，一眼就能看到我们还在。”叶珩说，
福州市仓山区新就业形态联合工会与
仓山区家庭服务业协会、仓山区青年创
业协会共同设立“工会防台抗台暖心服
务点”，成立了“工会党员服务队”，他第
一时间报名成为党员志愿者。

在党员们的带动下，这两天还有
爱心企业送来了方便面、八宝粥、矿泉
水等物资。

遮风挡雨 搭建温暖港湾
——党员干部在防抗台风一线交出亮眼答卷

本报记者 莫思予 阮冠达 钱嘉宜 蒋雅琛 朱榕 李白蕾

“赶在台风前就转移好了，现
在我们和渔船都很安全！”昨日下
午 2点，连江县苔菉镇北茭村渔民
林宽接到记者电话时，已身处罗
源县城关的一家旅馆。

此时和林宽一样，同在罗源的
还有 600 多名连江渔民，他们的
141艘渔船正异地停靠在罗源湾，
等待台风“格美”过境。

连江渔民为何要异地避风呢？
此前 2天，福州各地渔船就接

到渔业主管部门的通知，必须在24
日中午 12 点前上岸。当时的连
江，无风无雨。尽管如此，处于伏
季休渔期的当地渔民、干部并没有
放松警惕。

24日早上6点左右，从事渔业
生产 20多年的林宽迅速收拾好背
包，赶往码头，和另外几名船员一
起登上自家大型渔船，驶向 30海
里外的罗源湾迹头码头。

这是一次特殊的迁徙。“走南
闯北的渔民都很有经验，碰上大一
点的台风，会自发地向更安全的避
风港湾转移。”连江县苔菉镇渔业
站负责人黄心强说，今年台风“格
美”来势汹汹，预计登陆强度超过
苔箓港口的避风能力，不少渔船在
镇政府、主管部门的协调下转移。

“从科学防台风的角度出发，
连江渔船所在位置无法提供更好
的保护，必须转移。”市海洋与渔
业执法支队政委、连江防灾减灾
督导组负责人林胜告诉记者，罗
源湾是个天然的避风港，受台风
影响较小，距苔菉镇也比较近，是
转移的第一选择。“我们的要求是

船回港、人上岸，船要安全，人更
要安全。”

24日上午 11点，来自连江的
渔船已陆续抵达罗源湾。罗源松
山镇的工作人员早早赶到码头，现
场调度，核对完转移名单上最后一
艘船后，在工作本上打了一个勾。
松山镇党委书记杜武义表示，通过
事前对接、积极动员、派车接驳、逐
船巡查等一系列行动，松山高效地
接纳了此次连江来的渔民和船只，
并根据各自意愿安置在安全的点
位上。

前后不到 6小时，连江、罗源
两地顺利地完成了此次接力。每
年台风季，林宽都会开船到罗源
避风，过去上岸后出行、旅馆预
订都得自行解决，今年两地的协
调联动、及时服务，让他觉得特
别暖心。

船停好了，两地干部仍坚守
一线，一船一船地巡逻，确保码头
内的船上不留一人。从小在渔村
长大，黄心强十分理解渔民们的
担忧：“每艘船都是他们的身家性
命，有人会不放心地跑来查看。”
为保障安全，25日下午，作为连江
基层干部，黄心强与另外 4名干部
守在罗源的避风码头，防止发生
意外。

“需要避风的渔船、渔民都成
功转移，还都安顿好了，我们心里
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黄心
强说，这多亏了市海洋渔业局督导
组的跨县域指导，以及连江罗源两
地的默契配合，“这次真是‘连罗一
家亲，合力抗台风’。”

141艘渔船异地避风记
本报记者 蓝瑜萍

连江渔民把船停在迹头码头后准备撤离连江渔民把船停在迹头码头后准备撤离。（。（市海渔局供图市海渔局供图））

“赵组长，我们还有30名管理
人员需要紧急转移，麻烦安排一
下。”25日 9时 34分，室外雨水瓢
泼、狂风不止，福州现代物流城民
天国际商贸物流中心项目经理罗
小辉打电话向福州现代物流城指
挥部项目建设组组长赵勇求助。

“没问题，你等我电话。”赵勇当即
答复。

“罗经理，已经给你们联系了
云路村礼堂安置点，就在工地附
近，车辆也为你们安排好了。你
组织一下人员，等会我带你们过
去。”15分钟后，赵勇给罗小辉回
拨电话的同时，跳上车赶往民天
项目现场。

昨日，福州现代物流城指挥
部人手一份《防范“格美”台风应
急工作清单》，综合协调组、工程
抢险组、治安保卫组、转移安置
组、应急机动组（巡逻组）、救护联
络组等 6 个组的负责人、负责事
项、联络电话逐一列出。清单特
别提到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
查，确保安全度汛。

“我们严阵以待，主要采取 4
项措施，扎实做好台风天气防范
应对工作。”指挥部有关负责人
说。

未雨绸缪，筑牢防御防线。
指挥部第一时间组织辖区内所有
参建单位、落地企业召开防汛部
署会议，同时完善应急预案，制定

“一页纸”清单，确保各隐患点定
点、定岗、定人。利用微信群，实
时发布台风信息和避险提示。组
建应急队伍，备齐应急物资和机
械设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
迅速反应、高效处置。

现场驻点，提前排查隐患。
福州现代物流城地处山区，指挥
部开展防台风防汛专项检查，抢
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重点针
对永辉、民天、沿溪大道等临山临
水项目的高边坡防护、场内排水
进行排查整改，提前将设施设备
放至危险区域附近，确保一有险
情立刻投入抢险救灾。同时，落实
塔吊、外架、工地大门、道路标牌、
绿化乔木、水马及其他临时建筑物
的防风措施，确保设施、设备安全。

加强督导检查，排查劝导不
遗漏。组织巡逻队伍，执行专人
专班 24小时值班制度，指挥部相
关人员均在一线开展督导检查，
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指导企业做
好高边坡防护加固，拆除或加固
广告牌、横幅等易被吹落设施，提
示企业加强值守和物资储备，督
促在建工地及时停工，引导农民
工就近转移至相应避灾场所。

无惧风雨，做好现场保障。
台风登陆前，指挥部党员干部顶
风冒雨深入现场，及时清理排水
点泥沙，出动十余台机械将被吹
倒的树木树枝、挡板转移至空旷
地带，确保排水和道路通畅，防止
形成内涝。

“项目持续高效推进，离不开
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从用地报批
到项目建设，都提供专人、专项、
专管服务，这次防抗台风，再次让
我们充分感受到‘物流城温度和
速度’，我们对未来的发展信心十
足。”罗小辉说，民天国际商贸物
流中心正在打造福州大型“菜篮
子”供应市场，主体建设已完成
90%，一期工程预计明年9月竣工。

制定清单、驻点排查、现场保障……

防抗台风的
“物流城温度和速度”

本报记者 林文婧 见习记者 傅亦静

本报讯（记者 蓝瑜萍）25 日晚，
台风“格美”在莆田秀屿沿海登陆，
福州“高水高排”西线工程迎来首次
实战。

“这是‘高水高排’西线工程头一
回‘上战场’，对我们来说是个巨大考
验！”昨夜 11点，福州市水利投资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林思文告诉记
者，为应对台风“格美”可能带来的强
降雨，他们严阵以待、通宵备汛，确保
主城区防洪排涝“利器”——“高水高
排”西线工程能应急启用。

“高水高排”工程，西起闽江北岸
浦口、东至鼓山魁岐，分为西线、北线、
东线 3个标段。其中，西线工程上通
八一水库，下联闽江浦口出水口，承担
着福州西片区上游洪水的下泄任务，
地位至关重要。

自今年 4月底贯通之后，西线工
程就一直在不间断施工，为城市防洪
作足准备。“一旦台风来袭，就是工程
见效益、守护福州的时候了！”林思文
说。

24 日下午，根据市防汛指挥部
和市水利局部署，全市调动“高水高
排”工程东线、西线，全力迎战台风暴
雨。作为工程责任单位，福州振兴乡
村集团在接到指令后，第一时间强化
部署，迅速开展防御台风工作督促
检查。

现场，施工队抓紧作业、查缺补

漏；工作人员加密巡查，调试闸门启闭
设备，确保万无一失；对讲机保持畅
通，随时接收指挥调令……面对这场

“大考”，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深知其
重要性，毫不懈怠地处理着每一个环
节。

“以前每当福州城区强降水时，北
峰、新店等山区的雨水都通过主城区

内河排入闽江，增加了城区排涝压
力。”林思文介绍，“高水高排”工程让
福州北部山区的雨水直排闽江，而不
用再穿过城区内河，极大缓解了主城
区防汛压力。

紧绷的状态持续了两三日，林思
文没怎么休息，仍奋战在最前线。不
过，让他较为宽慰的是，东线、西线工

程启动带来的防洪效益是明显的。“尤
其当东线沿线所有的截洪枢纽全部开
闸，靠主城区东侧，即鼓山一带的雨量
并没有进城，不会对城区内河、内湖造
成压力。”

昨夜今晨，“高水高排”工程全线
相关责任人全部在岗，奔走在各大水
库、闸门间，守护主城区安全。

工作人员检查防御台风工作工作人员检查防御台风工作。（。（福州振兴乡村集团供图福州振兴乡村集团供图））

“高水高排”西线工程首次参战
让福州北部山区雨水直排闽江，缓解主城区防汛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