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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8 日傍晚，“杜苏芮”过境后，泉州市区大量树木倒伏。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支处置
队伍，优先对阻碍交通的倒伏树木进行处置，保障道路畅通。 本报记者 张永定 摄

② 28日，永泰县城南江滨至永泰东高速口路段积水严重，县住建局抢险人员紧急排涝。
（永泰县融媒体中心供稿）

③ 28日下午，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英龙社区坑边巷内一民房被淹，水位及腰，约10人被困。荔
城消防救援人员涉水进入，一人小心抱着襁褓中的婴儿，一人撑伞护送，迅速将其转移至安全地带。

本报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李江源 摄
④ 28日，泉州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晋江分中心养护人员对道路积水点进行排涝处置。

本报通讯员 陈鸿裕 记者 游庆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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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来势汹汹的第 5
号台风“杜苏芮”，国家税
务总局漳州市常山华侨经
济开发区税务局迅速组建

“税润侨乡青年党员突击
队”，下沉到共建村参与防
御工作，青年突击队员同
村干部一起入户排查安全
隐患，送去米面等物资，普
及抗台风防汛知识，助力
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方智勇 李玲） □专题

常山税务局：

防御“杜苏芮”税务青年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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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上午 9 点 36 分，轨迹不定的
“杜苏芮”就已掠过晋江围头半岛。这一
时间，甚至早于 9 点 55 分在晋江沿海大
面积登陆的时间。

在围头村“党建+”邻里中心一楼的
指挥中心内，遍布全村的 206 个监控探
头，实时传来“杜苏芮”登陆时的画面：
狂风裹挟巨浪猛烈拍击着海岸；岸边靠
泊的船只上下飘摇，如沸水中的饺子；
岸上，水雾和暴雨混杂在一起，倾泻而
下，瞬间压倒了树木……

围头村之所以最先感知台风的到
来，主要是因为其地理位置。“围头村位
于围头半岛突出部，与金门岛隔海相望，
整个村庄三面环海。台风只要在晋江东
南沿海登陆，围头一定是首当其冲。”围
头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洪水平说。

作为沿海渔村的村干部，洪水平对
于防抗台风有着丰富的经验。面对此次
台风的罕见强度，围头村的党员干部提
前进入战斗状态：23日，第一时间启动防
汛抗台风应急预案；25日下午，网格式排
查安全隐患，逐户走访独居老人等重点
对象，逐户对老旧危房进行排查，转移 27
名群众，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26 日
傍晚 7点前，373艘渔船全部进港避风，海
上养殖人员 187名及渔排人员 40名全部
撤离上岸、安排妥当；27 日，关闭陆岛交
通码头进出港管控点，24小时专人值守、
巡查，严禁人员进入或上船下海……

“只有未雨绸缪，才能对抗狂风暴
雨。我们必须用加倍的努力，应对台风
的多变和可能带来的危害。”27 日晚，
洪水平和全村 6 个网格负责人彻夜未
眠，各自坚守在岗位上，时刻密切关注

“杜苏芮 ”的走向 ，并随时响应村民的
求助。

登陆前夜的风平浪静，更是加剧了围头村党员干部的担心。
28 日上午，“杜苏芮”登陆时风力达到 15 级，导致电线碰线短路，
造成村里第三、四、六网格停电。

上午 11 点，“杜苏芮”登陆一个半小时后，围头村内风雨渐
弱，但海面依然风急浪高，“人不出门、车不上路”的安全警报还
没有解除。“这个时候，有的渔民会急于查看自家渔船损坏情况，
很容易回流，必须重点防范。”洪水平根据以往经验，一边安排网
格员加强巡查，严禁上船下海，确保安全；一边紧急联系供电所
突击抢修。

不知不觉已经是中午 1 点多，已经连续 30 多个小时没有休
息的洪水平匆匆吃过午饭，就赶紧到村里各处查看损失情况。

“据初步统计，围头村倒了 1600 多棵树，一些养殖场不同程度受
损，房屋倒塌 9间，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洪水平说。

台风虽已过境，影响仍在继续。“等台风警报解除后，我们将
引导村民克服困难，有序恢复生活生产秩序。”洪水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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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傍晚，天色渐沉，雨还在下。雨中，油锯声、绞盘拖曳声
不绝于耳，一道道“曙光蓝”流动不息。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救援队伍。作为社会应急救援重要力
量之一，此次厦门曙光救援队依然奋战在抗台风救援第一线。

狂风暴雨，水位陡涨，不少车辆被困在低洼处，亟须救援。面
对不可预测的险情，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厦门曙光救援队
队长王刚带领队员冲入雨中，使用双绞盘侧拉拖拽，将陷入坑里
的车辆拉出来。

台风过境，不代表风险过去，厦门许多主干道上树木倒伏。
28 日中午，曙光救援队分布在厦门岛内外的 5 个救援小组对倒
伏树木进行切割、扶正，配合市政部门将树枝装车清运。经过紧
急作业，多条市政道路恢复畅通。

饿了，塞几口干粮；嗓子哑了，用手比画沟通。在与台风展开
的“搏斗”中，曙光救援队队员的话语在风雨中格外铿锵有力：

“道路清理完毕，主干道打通！装备均已规整，人员撤回本部！”
超强行动力的背后是救援前置。“杜苏芮”突发性强，经全国

曙光救援同盟召集，全国安排多支拥有专业能力的救援队伍奔
赴厦门，实现超前部署，并提前安排前置力量和制定行动方案。

四川成都、安徽阜阳、江西樟树……一支支曙光救援队争分
夺秒到达，截至 7 月 27 日晚，已有 9 支曙光救援队携带车辆、船
艇和其他救援装备在厦门完成集结。

王刚告诉记者，所有民间救援力量都接受厦门市应急管理
局紧急任务指派，保障前端指挥部通信信息及前出指挥保障，担
负全岛急难险重抢险任务。“我们还协调了社会资源，储备了许
多救援装备和物资。”王刚称，曙光救援队伍配备了涉水越野车、
舟艇、网络对讲机、防水直频对讲机、亚太 6D 地面卫星站、油锯、
急流救生衣等物资。

截至发稿，曙光救援队共出动 1600余人次，处置险情 76处。

集结救援“曙光”同行
□本报记者 邓婕 发自厦门

“这里比我家里还好，如果不是乡
村干部带我来这里住，我今天肯定睡
都睡不着。现在不怕了，可以安稳地睡
到天亮。”28 日晚，在邵武市金坑乡湖
溪村安置点，黄章丛老人一边看着电
视一边对记者说。

家住湖溪村留家山自然组的黄章
丛，儿子常年在城里务工，因台风来得
太急，来不及把老人接进城。金坑乡干
部傅金东得知后，立即带领村干部来
到黄章丛家里，把他接到湖溪村的集
中安置点。

据了解，留家山自然组目前只住

了黄章丛一人，这里是一个高陡边坡
点，存在塌方和遭遇泥石流的风险。为
此，当地政府十分关心黄章丛的安危，
就把他接到集中安置点住，为他提供
一个包吃包住的“避风港”。当天晚上，
这个安置点除了黄章丛，还有其他自
然组的四五名村民以及乡干部、村干
部。“怕安置人员返回家中住，所以值
班人员都要在这里与他们一起过夜，
甘当‘守夜人’。”傅金东说。

吴家塘镇铁罗村也是镇村干部
防范的重要地质灾害点，虽然这里没
有设置集中安置点，但是他们另辟蹊

径，动员地质灾害点附近的居民投亲
靠友。镇里专门派车把他们送到各自
亲戚家中，还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
随时了解安置人员是否在亲戚家中
过夜，成了线上“守夜人”。“我们的值
班人员虽然没有与投亲靠友的安置
人员一起吃住，但无时无刻不在挂念
着他们，不仅上半夜要用手机查看，
下半夜也要查看。”吴家塘镇干部叶
世华说。

为全力以赴做好台风“杜苏芮”防
范应对工作，邵武相关部门密切关注
台风动向，要求全市 19 个乡镇、街道
根据各自辖区受台风威胁群众的人数
和远近等因素，派出 800 余名“守夜
人”劝导、帮助群众及时转移，守护他
们度过每一个台风之夜。截至 7 月 28
日晚，全市共转移群众 1839人。

800名“守夜人”守护群众
□本报记者 吴旭涛 通讯员 邓贤龙 发自邵武

“现在雨太大，动车停运了，我们
现在留在沙县。一切都好，别担心。”

28 日，在沙县区体育馆，虽然户
外风雨交加，但馆内一片宁静温馨，不
少已经安顿下来的滞留旅客正在给家
人拨打电话。

受台风“杜苏芮”影响，三明北站
列车全线停运，其中 K477 次列车和
D6513 次列车到站停运，465 名旅客滞
留沙县。

为了确保滞留旅客的安全，接到
停运通知后，三明北站第一时间组织
23 名工作人员到站加岗，劝导、服务
下车旅客，并加开 4 个临时退票窗口。

同时，沙县区组织 12 辆公交车循环转
运滞留（下车）旅客至临时安置点沙县
区体育馆。

下午 2 点半开始，一辆辆公交车
陆续将滞留旅客安全送达安置点。体
育馆内，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穿梭在
人群中，指引滞留旅客做好安置，并快
速将所需物资送到他们手中，提供贴
心服务。

“政府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把我
们带到这边来，真的是很贴心。”家住
福州的孙阿姨和老伴刚从江西探亲回
来，在路上看到台风来袭导致列车停
运挺担心。“你们用大巴把我们接到这

里，还给我们准备了牛奶、水和干粮，
我们很满意，很感动，谢谢你们。”孙阿
姨说。

沙县区认真按照《三明火车北站
旅客滞留应急处置预案》要求，成立工
作指挥部，设立后勤保障、安全保障、
运输协调、医疗救护等小组，为滞留旅
客提供必要服务。安置点配备了 3 名
医务人员，此外还为旅客提供问询引
导、行李提送、送药送水、分发食品等
服务。

截至 28日 19时，除部分旅客自行
预订了住宿酒店外，其余旅客均安置
在体育馆里。针对滞留旅客，沙县区初
步准备了矿泉水 50 箱、牛奶 50 箱、泡
面 30 箱、面包 500 份，并预订了晚餐和
次日的早餐。于 29 日一早统一安排车
辆将旅客运送至三明北站，登上列车
继续旅程。

“我们留在沙县一切都好，别担心”
□本报记者 方炜杭 通讯员 许琰 林文晶 发自沙县

“我是外地来的，对台风没什么概念，想着短途也快到
了，没料到被这台风追着跑……”28 日上午 10 点，一辆货车
在福建高速漳州诏安官陂服务区紧急停靠，司机跑进服务
区寻求帮助。

“别着急！”值班的服务区管理人员郑海真立刻迎上前，
安抚其情绪，并为其免费提供水、方便面、简餐等。“今天我
们会派出专人加强巡查，不漏掉每一位到服务区来躲避风
雨的旅客，尽最大努力为他们提供帮助。”郑海真说。

据福建高速集团初步统计，受台风影响，截至 28 日中
午，共有 600 余名司乘人员滞留福建高速各服务区。在恶劣
天气下，全省服务区特别是泉州、厦门、漳州等地，全部工作
人员在岗在位，在全力保障服务区安全有序运营前提下，积
极为滞留司乘人员提供暖心服务。

据了解，目前全省服务区共储备方便面 57 万桶、矿泉水
112 万瓶、饮料 300 万瓶、大米 3 万多公斤、肉 1 万公斤、蛋
5000 公斤、各类蔬菜 1 万公斤、面粉 2500 公斤，确保服务区
正常运行，让司乘人员在“临时家园”感受到真切温暖。

打造高速上的“临时家园”
□本报记者 张颖 通讯员 吴芬 发自诏安

28 日下午 3 点，雨水猛灌之下，位于仙游县枫亭镇的枫慈溪
水位暴涨，附近的霞街社区多处民房遭洪水侵袭。

“我们这里有 3个人被困住了，水淹得很高，能不能来带我们出
去？”3点 36分，仙游消防接到求助电话。求助人称，洪水已进入家中
厅堂，且水位持续上升，一同被困的还有自己 80岁的母亲，由于老
人腿脚不便，已经无法自行脱困。

消防车一路疾驰，大风大雨拍打在挡风玻璃上，救援人员很
快抵达现场。事发民房处于一处石桥下，且地势低洼，持续数小
时的暴雨致使洪水倒灌，周边多处民宅也陷于内涝，其中积水最
深处达 1.6米。

“往前推一点，准备下水！”4 名救援人员穿戴好装备，分列
两侧抬着一只橡皮艇，缓缓放入浑浊的积水中。由于周边环境未
知，救援人员只得缓缓摸索着前进，积水没过腰部。

“我们在这里！”大门口，求助人挥舞着手臂，脸上满是欣喜。
救援人员继续推着橡皮艇进入屋中，只见屋里的家具已

全部被淹没。救援人员为求助人穿上救生衣，并借着应急灯
光，在屋内楼梯口处接到了他的母亲。“来，您扶住我的肩头，
我们带您出去！”救援人员将老人高高抱起，蹚着积水，轻轻送
上了橡皮艇。

“老人体重很轻，在我们营救的过程中还一直说谢谢。”仙游
县枫亭消防救援站副站长盛立智抹了把脸上的雨水，笑容舒展，

“这是我们今天救助的第 8名群众。从早上 5点开始，大家就一直
在外面出警，虽然疲惫，但充实而满足。”

涉水营救八旬老人
□本报记者 陈汉儿 发自仙游

屋外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屋内安心休
息，静待雨停。

28 日上午 8 点 20 分，记者来到东石镇
侨声中学。作为东石镇的避灾点之一，这里
临时启用 4层共 45间学生宿舍，陆续安置了
300 多名从学校周边村（社区）危险区域转
移来的避灾群众。此时已临近台风登陆，狂
风大雨。在侨声中学教职工以及市直各单位
支援人员的值守下，各间宿舍门窗紧闭，全
员避风。

“这次台风真的太大了，到这里，我们才
觉得心安了下来。”看着窗外严峻的台风天
气，从永湖村转移来的周腰娣仍心有余悸。
28日凌晨，居住在石头房子里的周腰娣一家
8口人，经镇村干部的耐心动员，举家来到了
安置点。“石头房子的抗台风能力弱，住在里
面确实有危险。”周腰娣说。一家人住一间学
生宿舍，宿舍内有独立卫生间，走廊有 24 小
时供应的热水……周腰娣觉得这里安全又
暖心，在台风天里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台风过境，风雨初歇。工作人员送来面
包、矿泉水等生活物资，开始逐间宿舍分发。
拉家常、打游戏、吃零食……各间宿舍开始
热闹起来，交谈声、欢笑声不绝于耳。原本彼

此陌生的人们，也因为这次共同避灾熟悉了
起来。

“工作人员非常暖心，也很用心。”转移
群众宋双来说，因为转移时较匆忙，他忘记
携带每日必吃的药品，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值守在避灾点的工作人员冒雨为他解决了
难题，帮助他拿到了药品。

“我们住在这里，感觉心里暖暖的，台风
再大也不怕。”28 日下午 5 点，记者来到晋江
市英林镇西埔村临时安置点——英埔中心
小学学生宿舍楼，安置在此的许进明和同事
赖远才不约而同地说，吃得很不错，住得很
舒服，村里的服务很周到、体贴。

许进明和赖远才同是建筑工人，他们住
在西埔村一地势较低的民房里。27日上午，西
浦村网格员在防台风排查时，把他们请进了
英埔中心小学学生宿舍，还特意安排他俩住
在同一间宿舍。住进该安置点的共有 63人。

记者走进英埔中心小学学生宿舍发现，
每间宿舍均配备木床、洗手盆、卫生间和空
调。“这里有空调吹，还免费提供三餐，说心
里话，条件真比家里好。”许进明说，他从四
川老家到英林打工 30 多年，第一次因台风
住到这里。他和同事住一起，也时刻关注着

台风动态，看到工作人员冒雨送餐，都觉得
挺感动。

“我们几家亲戚都住在这个安置点，在
这里生活得挺好。”来自漳州市漳浦县的菜
农陈志鸿告诉记者，他们在西埔村承包了一
片地种植蔬菜。27 日上午，网格员到他们菜
地摸排时，看到他们住在简易搭盖的空心砖
房里，立即劝他们搬离。大人、小孩一共 10
多人都住进了安置点，免费享受三餐。

西埔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洪光秒
告诉记者，安置点实行专班负责管理，每到
饭点，荤素搭配的盒饭就会准时送来，并由
村里志愿者对着名单分餐；同时，安置点的
饮用水、面包、八宝粥等准备得也很充分，大
家可随时取用。此外，英林商会联合英林心
公益慈善基金会、英林青创会、英林泳装协
会，为全镇 408 名转移安置人员送上泡面、
八宝粥、花生牛奶各 78箱，面包 59箱。

“这两天不用干活，就在这里吃住了。很
感谢！”27 日晚上 7 点，记者走进晋江永和镇
玉溪小学防台风安置点，在一间大教室里，6
名菜农正围着小桌子吃饭。70 平方米的教
室里，有桌椅、折叠床、凉席、食品、饮料、洗
漱用品等，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

角落里，游金敏正在用笔记本电脑学
习。这个暑假，她从老家南平来到晋江，陪伴
在父母身边。“这里的居住条件挺好的，外面
风很大，但不影响室内学习。”游金敏说，父
母是居住在玉溪村的菜农，平时住在农田的
简易棚里，地势低洼、条件简陋，相比之下，
临时安置点的环境舒适不少，“原本以为这
里会很闷热、蚊子很多，没想到条件很好，有
空调很凉快，村干部还送来了防蚊花露水，
很贴心”。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做好防台风工作，
27 日，晋江内坑镇坑尾村爱心人士张进实、
肖阿红夫妇还免费提供了一整栋出租屋，作
为安置村民的临时住所。记者在现场看到，
这栋楼用于出租的房间共有 20 间，房间干
净整洁，都配套了卫生间、空调、大床及网络
等。来晋江务工的蔡聪安对安置点很满意，
他告诉记者：“台风要来了，村里十分关心我
们的安全。这里的房间很干净，物品也很齐
全，我们住得很舒服。”

屋外风雨交加，屋内暖意融融。一处处
安置点上演着一幕幕温馨画面，一处处安置
点温暖着被转移人员的心，这就是风雨中的
晋江温情。

临时安置点 安心又舒心
□晋江经济报记者 王昆火 许春 蔡培仁 王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