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旻） 26 日，记
者从省水利厅获悉，全省各级水利部
门正密集分析研判，科学调度水库，排
查水利设施设备，严阵以待做好防汛
准备。

目前，台风影响区域的水库预泄
腾库是水利部门的工作重点之一，枋
洋、棉花滩、安砂与池潭等水库均满负
荷发电，全力降低水库水位。同时，对
各级水利设施设备进行安全隐患再排
查，落实水库“三个责任人”，台风期间
一律停止外业作业，确保人员安全、生
产安全。

26日上午，省水利厅组织 7个专家
组、6个抢险队和省防汛物资仓库负责

人，分析研判台风“杜苏芮”发展态势，
对水库调度和库、堤、闸、坝等工程应急
抢险进行沙盘推演，指导省市县三级台
风防御布控、洪水调度方案，科学把握
拦洪削峰和蓄水保水间的关系。

26 日 12 时，省水利厅将防汛应急
响应由Ⅲ级提升为Ⅱ级，要求各地强
化雨水情监测预报和会商研判，及时
预警，严密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
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并做好水利工
程的防护。随着防汛应急响应提级，水
库调度专家组已进驻福建省水工程调
度指挥中心，10 个工作督导组随时待
命分赴各地市，6 支省级水利抢险队、
1个防汛物资仓库进入预备状态。

水利部门：

科学调度全力防汛

本报讯（记者 张辉 通讯员 刘
文标） 眼下，正值我省早稻收获的关
键 时 期 。今 年 ，全 省 早 稻 种 植 面 积
145.5 万亩。26 日，记者从省农村农业
厅获悉，为应对台风可能造成的不利
影响，连日来，全省农业农村部门组织
各地抓紧开展早稻收割，确保颗粒归
仓。目前，全省已完成早稻收割 89.13
万亩，仅 26 日当天，全省便抢收早稻
约 12 万亩，剩余 56.37 万亩也在陆续
收割中。

同时，省农业农村厅及时督促指导
各地抓紧抓好农作物抢收，重点针对漳
州、泉州、龙岩等产粮大区，积极发挥农
机具在抢险救灾中的重要作用，调拨投

入农机应急作业机具 2万台套，提前检
修 12.47万台套，点对点指导做好抢收、
烘干等，确保应收尽收。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5 个 专 家 组 和 全
系统 424 支农作物栽培、畜禽养殖、
农业机械化、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动
物疫病防控等专业化防汛防台风应
急与灾后重建技术队伍，已全部进入
临战状态。

全省在库储备救灾备荒的水稻、
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种子共 360.55
万公斤、可播种 263.90万亩，其中省级
储备 153 万公斤、可播种 100 万亩，市
县 两 级 储 备 207.55 万 公 斤 、可 播 种
163.90万亩。

农业部门：

抓紧开展早稻收割 确保颗粒归仓

本报讯 （记者 何祖谋 通讯员
陈涓 王曦 曾德猛 郑伟帅 蔡培曦）
为切实做好应对“杜苏芮”超强台风的
各项应急救援准备工作 ，25 日至 26
日，省消防救援总队连续召开防汛专
题视频调度会，对全省防台风防汛工
作进行全面部署。目前，全省消防救援
队伍全部进入最高等级勤务，已启动
战时应急保障响应机制。

据悉，省消防救援总队坚持每日
一调度，及时根据台风路径和受灾情
况实时调整前置点和救援力量部署。
1 支总队级、7 支支队级抗洪抢险编
队，84 支站级分队已规范组建、严阵

以待。另外，还组建 1 支 430 人的机动
队伍，可跨区域参与清障、排涝、战勤
保障等辅助任务，并将全省 94 支社会
救援力量共计 9000 余人纳入调度体
系，设置 15 个前置集结点，前置力量
636人、各类车辆 147辆、舟艇 69艘。

目前，省消防救援总队已启动战时
应急保障响应机制，按照预案调集宿
营、餐饮、维修等战勤保障车辆 61辆，应
急食品和饮用水、备用衣物等保障物资
5285箱（套）。总队训保支队按照 150人
保障规模，模块化储运水域救援服、救
生衣、雨衣、照明灯具等水域救援装备
1175件（套），做好随时机动支援准备。

消防部门：

消防救援队伍进入最高等级勤务

本报讯 （记者 王永珍 通讯员
林丽平） 26 日 12 时，国网福建省电力
有限公司发布台风Ⅱ级预警，全面落
实防抗台风各项措施。目前，共集结抢
修队伍 597 支 8472 人、抢修车辆 2174
辆，安排发电机 423 台、发电车 92 辆。
同时，公司所属每个单位均预排跨区
支援抢修第一梯队，合计 41 支 820 人，
随时做好供电保障准备。

国网福建电力以应对超强台风的
标准，落实各项防台风、暴雨应急准备
措施，建立省市县三级防台风应急指挥
部 76个，组建各层级指挥人员及抢险处
置、供电服务、后勤保障等 10个工作组。
全省电力系统扎实开展设备特巡特护，

重点做好易涝或地下配电站房进水、线
路走廊超高树竹、线路杆塔基础不牢、
变电站周边漂浮物和山体滑坡、进站道
路损坏等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完成 264
座变电站周边的铁皮房、农业大棚纱网
等易漂浮物隐患排查，128条重点输电
线路、450条配电线路走廊超高树木等
隐患清理；加强水电站大坝及防汛设施
检查，做好水电水库预腾库安排。

同时，做好用户供电保障工作，联
动小区物业，督促大中型小区、高层建
筑做好地下室的防进水措施，检查自
备发电机、抽水泵运行工况，协助政
府、医院、排涝、供水、交通枢纽等重要
用户做好安全用电检查。

国网福建电力：

集结抢修队伍597支8472人

本报讯（记者 张颖 通讯员 吴
朋珊 潘文晖）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将在
27 日、28 日停运福建省内合福线、昌
福线、温福线（福州南至苍南）、衢宁
线、峰福线等客运营业线部分旅客列
车，并自 27 日 20 点至 28 日 23 点停运
其他线路旅客列车。

南铁提醒，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
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
至车票乘车日期后 30日内（含当日）办
理退票手续，通过 12306网站、12306手

机 APP 购买的铁路电子客票，如未打
印报销凭证或使用非现金方式支付
的，可通过 12306网站或手机 APP直接
办理退票，或持购票时所使用乘车人
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窗口办理
退票；如旅客使用现金方式购买或已
打印报销凭证的，自网上办理退票成
功之日起 180天（含当日），凭乘车人身
份证件到铁路车站指定窗口办理退款
手续；停运列车停运信息公布前购买
的联程车票，可在联程车票开车前一
并办理退票，均不收取退票费。

铁路部门：

停运途经赣闽两省部分旅客列车

本报讯 （记者 廖丽萍 通讯员
厦商轩） 随着今年第 5 号台风“杜苏
芮”加强为超强台风，市场供应情况也
备受民众关注。记者从厦门市商务局
获悉，台风预警发布以来，厦门市商务
局牵头组织做好主要副食品市场供应
保障，通过市场保供“加法”，保障+、
调运+、储备+，全方位守护厦门市民
菜篮子。数据显示，26 日，厦门市蔬菜
供应量 3090 吨，生猪 2759 头，家禽屠
宰 6766 羽，水产交易量 735 吨，蛋品供
应量 80吨，总体供应充足稳定。

闽夏、中埔市场运销户增加了蔬菜

调运量。目前闽夏市场日进场蔬菜 4500
吨（其中供厦蔬菜量超 2000吨）、中埔市
场日供厦蔬菜量超 800吨。夏商与外埠
生产基地紧密合作，可为厦门提供 1600
头/天的生猪供应量、700 吨/天的蔬菜
供应量。同时，启动主要副食品（肉菜）
调运供应量补贴机制。

目前，市级重要副食品储备库存
充足，其中，冻猪肉 4000 吨、芽豆 150
吨，随时可供调用；厦门保供储备还有
耐储蔬菜商业储备 4000 吨，500 吨水
产品、100 吨冻禽产品商业储备，可满
足厦门应急保供需求。

厦门全方位守护市民“菜篮子”
保障台风期间市场供应充足

严阵以待 筑牢通信“生命线”
福建移动奏响迎击“杜苏芮”集结号

超强台风，来势汹汹！
航线停航、景区关闭、学校停课。
严阵以待，听令而战！
面对超强台风，福建移动未雨绸缪，勇担通信保障

职责，全面启动防台风应急保障响应，按照上级部门、
集团公司的要求，落实值班带班和专业骨干人员 7×
24 小时值守制度，全力以赴做好防汛防灾工作，确保
应对突发状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截至 7 月 26 日下午 6 时，福建移动已逐一夯实前
期防汛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各项通信保障措施，全面进
入临战保障状态，累计已组建抢修队伍 647 支，1647 人
进行全面备勤，19 辆应急通信车、53 辆应急油机车、39
套望星通等主要应急设备完成调测、随时调拨，最大限
度提升抗灾响应效率。

靠前部署
挺立一线筑起坚固通信网

信号承载希望，光缆不能断，基站不能倒，服务不
能停。在台风极有可能登陆的厦漳一带，福建移动连夜
部署、紧急动员、整顿行装，全力做好备战工作。

在厦门，福建移动组建抢修队伍 89 支，出动应急
抢修人员 257 人，应急车辆共 41 辆，油机 144 台，加大
巡查力度、及时排除风险隐患，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做
好重要线路巡检。做好重要机房防护，针对厦门 4 个核
心局楼、4 个重要局站、6 个骨干汇聚节点等，落实防汛
保障工作，包括提前部署抽水泵、防洪沙袋等防汛物
资，对排风口、泄压口进行封堵，提前测试机房水浸等
告警；并针对重要机房开展现场全量检查。做好应急物
资前置储备，实现全市 8 个乡镇应急通信设备全覆盖，
同时对易停电区域进行油机预置，特别是鼓浪屿、大小
嶝海岛，在台风来临 24小时前预置人员值守。

在漳州，福建移动全面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加大通信指挥系统、核心机房、通信楼低洼地带巡检与
加固，梳理 49 条重要保障专线，并完成双路由监测，通
过充分备足应急物资，确保及时恢复通信，将损失降至

最低。截至目前，累计组建专业抢修队伍 154 支共 451
人，车辆 158 辆，储备便携式油机 244 台，还将根据台风
路径适时进行调度。

众志成城
全力保障通信大动脉畅通

备战充足，方能枕戈待旦。在全省各级战线，福建
移动全力做好应急通信人员、设备、物资的充足储备，
确保应急通信车、油机、卫星电话等关键物资随时可
用、可调，同时，完成应急传输段落的逐段测试、验证。

在福州，福建移动按极端灾害保障组建“线路队伍、
发电队伍、天面队伍”三类应急抢修队伍，同时制定被支
援时应急队伍“以老带新”混编预案，共 285 支队伍，已
提前部署到位，确保防汛抢修力量充足，过程有序。把资
源前置一线，应急车、油机车、便携油机以及各类抢修无
线设备、光缆、容灾 Femto 基站等已前置到位，除此之
外，10 套卫星包、12 套集群通信系统、35 台卫星电话和
北斗盒子进入一线部署，以达到灾时指挥调度链畅通。

在莆田，福建移动紧急动员，共组建保障队伍 73
支 ，保 障 人 员 211 人 ，储 备 油 机 287 台 ，设 备 零 件 超
2500 部，提前将 11 台 femto 大功率基站部署至易受灾
乡镇，并对 6 个易受灾乡镇进行预案更新。在龙桥街
道，福建移动还组织员工与社区工作人员通过云广播

远程实时喊话并发布台风预警信息，提醒社区居民妥
善处理室外物品，注意出行安全。

奇兵出阵
创新科技为通信保驾护航

在防汛前线，福建移动靠前部署了不少最新的“信
息化武器”，打造起立体化的应急通信保障网络。

福建移动自主开发的“5G+渔船北斗定位系统”在
此次抗台风保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莆田黄石东甲码
头和秀屿区港口，当地海事部门通过渔船定位系统实时
查询船舶位置、航行轨迹、船员联系方式等信息，及时监
控区域内超 7000 艘渔船的实时位置，第一时间判断渔
民是否进入危险区域或存在安全隐患，并及时通知渔民
返回或安排救援，有效保障了渔民的人身安全。

预警信息化系统正在成为防汛部门的好帮手。如
今，在三明治平村、龙吴村等偏远乡镇，“云广播”把最
新的台风动态和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每位村民家
中。同时，福建移动为当地水利部门的水利防汛系统整
合了 234 路全市防汛视频监控，连接市、县、乡三级的
防汛视频会商系统，便于相关部门及时排查安全隐患。

践行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福建移动全体战线
已经严阵以待，用坚守筑起了通信“堤坝”。

①在厦金海
缆登陆点，网络维
护人员做好巡检
排查工作。

②做好充足
的物资储备。

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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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随着今年第 5 号台风“杜苏
芮”越行越近，全省各地都积极做好防
台风工作。渔船归港、渔民上岸，景区
关 闭 、游 客 疏 散 ，作 物 抢 收 、应 收 尽
收……与台风赛跑，筑起一道道安全防
线，努力将台风可能带来的各项损失降
到最低。

渔船归港 渔民上岸

26 日下午 3 时许，随着台风逼近，
泉州沿海一带风力逐渐增大。

记者驱车从泉州市区出发，沿着
泉州沿海大通道，一路往北，来到惠安
县崇武镇大岞村。

大岞村三面环海，拥有天然的避
风港——崇武国家中心渔港。进入港
区，记者看到，来自附近崇武海防所
的多位民警正在巡逻。巡逻中，海防
所的民警不时登上渔船，协助船主加
固船只。

在港区，几位海防民警登上了一
艘渔船，协助船主对船体进行加固，大
家通力合作，系好缆绳，将船体牢牢固
定住。船主张宗龙告诉记者，自己的船
26 日一大早就回港避风了，上午对船
进行了初步加固。下午再次登船，对船
体进行二次加固，以防不测。

民警郭志强告诉记者，7 月 25 日
接到台风预警后，海防所的民警活跃
在港区一带，大家轮流值班，和当地村
干部一起，指挥渔船有序进港，加固渔
船，组织渔民和游客上岸。

记者了解到，崇武国家中心渔港港
区的各项配套设施、安全防护设施一应
俱全，最多能够停泊 1500艘渔船。眼下，
台风即将来临，这个国家中心渔港就成
了众多渔船避风的好选择。截至记者发
稿时，已有 947艘渔船在港区内避风。

同样，记者在厦门高崎闽台中心
渔港看到，渔船、游艇、台轮、客渡船、
公务船等一字排开，回港避风。

高崎闽台中心渔港是厦门唯一的
国家级中心渔港，也是厦门对台渔业
交流合作的重要基地、渔业防台风的
重要平台。在历次防抗台风中，为厦、
漳、泉、台湾渔船客轮进港避风提供了
强有力的保障。

“抛锚时，要注意首尾交叉，加固好
缆绳、防止走锚；锚泊后，要关闭主机，
切断电源、煤气，关闭海底阀，千万不
要明火作业。”厦门市海洋发展局渔港
渔船管理处高崎渔港监督长孙仁义轻
声叮嘱刚刚停泊靠岸的渔民。

两天来，他带着同事在海上、陆地
往返奔波，进行海陆巡查；不时和靠泊
的渔民交流，反复交代广播里已经一
再交代的安全事项；安排每一艘船舶
的进港、登记泊位，根据船舶的不同类
型安排不同的停泊区域。

渔船归港，渔民上岸，上岸的渔民
都集中安置在避险中心的 2 楼，其中
龙 海 渔 民 最 多 。在 避 险 中 心 内 ，近
3000 平方米的避险大厅摆放着一排
排靠背椅，可容纳约 2000 名周边渔民
同时避险；大厅一侧还有近 1000 张木
质卧榻，可供渔民休息；物资仓库里，
雨衣、雨伞、探照灯、方便面、矿泉水等
各类物资早已准备齐全。

景区关闭 游客疏散

26 日上午 10 点，前两天还游人如
织的东山岛南门湾，因为台风“杜苏芮”
即将到来，已经没了往日的喧嚣。

“台风天气，景区关闭！台风天气，
景区关闭！”在呼啸的海风中，悬挂在
电线杆下的高音喇叭一直在重复播报
台风预警。景区海堤沿线已经拉起了
警戒线，景区门口有安保人员维持秩
序，确保所有游客只出不进。

在南门湾景区夜市一条街，只见
许多沿街商户已经关门停业，几家商
户正抓紧用胶布和木板加固门窗、运

离货品和设备，民宿的旅客也陆续办
理退房，离开景区。

“今天中午 12点之前，保证所有旅
客都要退房。”“你们这个海鲜柜的玻
璃要抓紧加固了。”“这里的广告牌要
赶快拆除。”铜陵镇顶街社区的志愿者
正挨家挨户地检查民宿的退房情况和
商户的门窗加固情况，确保中午 12 时
之前，南门湾景区沿街的商户全部停
止营业、所有游客全部撤离景区。

在“慕蓝民宿”里，从成都专程到
东山看海的游客杜向前一家已收拾好
行李，正在办理退房手续。“很遗憾，遇
到台风，没玩得尽兴！”杜向前表示，会
找个时间再来福建旅游。

“南门湾就像个口袋，如果台风正
面袭击的话，这里必然会有狂风巨浪。
这两天，铜陵镇挂钩干部、社区干部和
志愿者全员出动，对辖区内的商铺、住
户进行了 3 轮入户排查和宣传。”铜陵
镇二级主任科员、顶街社区挂点干部
朱春武介绍，截至 26日傍晚，南门湾景
区 100多家（摊）餐车、商铺全部停止营
业，南门湾沿岸前三排住户、商铺共
165户门窗已经加固完成，人员全部转
移，应急和防汛物资也准备到位。

作物抢收 应收尽收

26 日，台风“杜苏芮”不断逼近，
大风携雨来。在福鼎市白琳镇车洋村
百亩水蜜桃种植基地，桃树连绵成片，
饱满圆润的水蜜桃挂满枝头，随风摇
摇欲坠，果农刘永赞心焦不已。

“老刘，我们来了！趁台风来临前，
赶紧把剩下的桃子收好。”随着话音由
远及近，车洋村党支部书记杨石华领
着一支抢收队伍，匆匆赶来，“从接到
台风预警开始，我们就组织村‘两委’
成员、党员和村民代表共 40 多人，分
批帮助果农采收水蜜桃、葡萄等，将可
能出现的损失降到最低”。

乌云翻涌，雨点密集，“抢收组”
一行提上果篮，快速穿行在低矮粗壮
的桃树间。采摘、搬运、分拣，一上午
过去，丰收满满，刘永赞悬着的心终
于放下。

“种植水果最怕台风天，轻则断枝
落果，重则连根拔起。”刘永赞介绍，今
年该基地总产量可达 12吨，从 14日开
始，他就组织工人陆续采摘供应市场。

“还剩下近 4吨没采完，要是遇上台风，
采摘不及时，订单完成不了，最少损失
10万元。现在在大家的帮助下，全收回
来了，也不枉费这一年的辛苦！”

一望无际的稻浪在大风中不停地
翻滚，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马不
停蹄地运回稻谷……26 日，记者在福
清市江镜镇后地村的大利现代农业发
展公司稻田里看到，收割机器和种粮
农户忙得热火朝天，在第 5 号台风“杜
苏芮”到来前抢收早稻，避免因台风造
成损失，确保颗粒归仓。

今 年 ，福 清 市 种 植 早 稻 面 积 达
5.54 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 2.25 万吨。
7 月中旬以来，当地早稻进入成熟、收
割的关键时期。饱满的稻穗如果不能
及时收割，容易因台风、暴雨导致倒
伏，不仅会降低产量，还会给接下来的
晚稻种植带来不利影响。

“这些稻谷本来计划四五天之后
开始收割的，现在为了避免被台风刮
倒，必须提前完成收割。”福清市大利
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敏介
绍，该公司在当地种植的早稻面积有
500 多亩，所有员工一起上阵，加班加
点抢收，争取在台风到来前完成收割。

据了解，今年天气总体向好，福
清市早稻成熟期比去年略早，收成也
好。台风来临前，全市共投入 60 多台
收 割 机 ，全 力 争 取 完 成 抢 收 。“ 下 一
步，我们将在台风后抢抓晴好天气，
迅速栽插晚稻，确保全年粮食稳产、
增收。”郑敏说。

与台风赛跑 筑起一道道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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