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张颖 通讯员 陈勤
思 陈娜妍） 为全力防范第 11 号台风“海
葵”，全省交通运输系统继续吹响防台风
工作“集结号”，全力以赴做好辖区在建水
运工程防汛防台风工作。

在泉州港锦尚作业区 4号泊位扩建工
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排查整理电箱、气瓶、
杂物等物品，加固施工现场配电箱（柜），将
履带吊移至后方安全位置并趴杆固定，办公
营区等大型临时建设设施拉设缆风绳加固

等。泉州港石湖5号、6号泊位工程组织人员
对现场大型临时设施拉设缆风绳加固、现场
机械设备转移至安全地带停放。厦门港古雷
南 20~22号泊位工程组织人员对搅拌站及
办公营区等进行加固，对预制场内梯笼等小
型易吹倒的设施进行拆除或压顶加固，施工

船舶全部进入锚地进行避风。
福州地铁针对站点的易涝点和倒灌风

险点进行再排查再整治，如加筑钢筋混凝
土挡墙、加装防汛挡板、增加防汛沙袋、增
设防汛摄像头等，全面提升各站点的防汛
抗涝能力。福州地铁全线网 47 个车站的

162 处出入口提前配备防洪挡板、防洪沙
袋、吸水膨胀袋等防汛物资，并增配防汛沙
袋 19180个，设置好防洪挡板；在站台易倒
灌的扶梯楼梯处摆放沙袋，铺设防滑地毯，
同时做好秩序引导，保障乘客有序进站。

全省继续落实公路抢险队伍 7205人，
抢险救援装备 2513台（套），分布在各地高
速运营路段、公路应急中心、桥隧应急中
心等地和建设工地上。此外，落实道路运
输应急保障车辆 2034辆。

交通运输部门：筑牢“防风墙”

本报讯（记者 张静雯 通讯员 李冬
梅） 记者从省气象局获悉，今年第 11号台
风“海葵”将给我省带来严重风雨影响。为
此，省气象台提醒公众，应关注台风大风
灾害风险，防范台风暴雨灾害风险，警惕
公路交通气象风险。

“海葵”已于3日15时30分前后在台湾
省台东市沿海登陆，3 日夜间进入台湾海
峡，而后趋向我省南部到广东东部沿海。据

省气象台预报，受“海葵”影响，4日，预计闽
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最大风力 9～12级
阵风 12～14 级，中南部沿海海区 9～11 级
阵风 11～13 级，其余海区也将有 7～10 级
阵风。4—5日，中南部沿海地区的部分县市
陆上阵风可达 8～11级。4—6日，我省将有
明显降水，其中，4日夜间到 5日，中南部地
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乡镇特大暴雨，过
程累计雨量150～350毫米，局部600毫米。

针对台风“海葵”给我省可能造成的
影响，省气象台提醒——

一是关注台风大风灾害风险：4日到 5
日，闽中、闽南、台湾浅滩渔场以及中南部
沿海海区的台风大风灾害风险等级高，沿
海地区需做好防风防浪工作并做好滨海
旅游和沿海养殖的安全管理；注意防范陆
上大风对城乡基础设施的危害，做好高空
构筑物巡查排查，及时加固或拆除易被风

吹动的搭建物并落实防风措施。
二是防范台风暴雨灾害风险：4—6 日

中南部地区台风暴雨灾害风险危险等级
高，注意防范台风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
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
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三是警惕公路交通气象风险：4—5 日
途经中南部沿海地区和龙岩的部分路段
交通气象风险等级高，请注意防范。

“海葵”将给我省带来严重风雨影响
省气象台提醒：注意防范三大风险

“苏拉”远去了，但是“海葵”
又直奔漳州而来。漳州于3日17
时继续发布台风预警Ⅲ级，同时
发布暴雨预警Ⅲ级。目前，全市
干部群众正马不解鞍、身不卸
甲，排查安全隐患，同时加紧抢
险，全力筑牢安全屏障。

排查安全隐患
“抓紧施工，‘海葵’马上要

来了，又会带来强降雨！”3日下
午，在国道G355线平和霞寨大
协关隧道路段，平和公路分中
心锦溪公路站站长黄镇洲正带
领数十名养护人员对一些损毁
路段进行抢修。当天，共出动
145人次、应急机械 31台次，对
国道上阻碍通行的溜方泥土、
石块进行清运，确保道路运力
迅速恢复。

而在毗邻的南靖县，工作
人员正全力做好公路边沟、泄
水孔、桥涵隧等排水系统的疏
通清理工作，及时对边坡易倒
伏树木进行修剪，消除隐患。
截至 3 日下午，南靖公路部门
累计巡查里程 957 公里，组织
投入人员 325 人次，投入机械
96 台次，修剪路树 20 棵，清理
边沟淤积 300 米 16 处，检查桥
梁 314 座/次，检查隧道 14 次，
检查疏通清理涵洞淤泥杂物
300 座。

组织渔船避风
随着“海葵”的渐渐逼近，

龙海区海洋与渔业局迅速行动，抓住台风来临之
前的关键“窗口期”，组织停靠在浯屿港停泊点、港
尾一级渔港停泊点的港尾、隆教、浮宫等乡镇渔船
转移至厦门高崎渔港避风，并做好相关防范工作。

在国家级中心渔港、厦门最大避风渔港——
高崎渔港，记者看到，这里已停满各式各样的船舶，
在保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它们分门别类集中停放。
同时，不远处仍有船舶接连有序开入港内，一派忙碌
的景象。“收到通知后，就紧急把船停到这边来了，停
在这里非常安心。”渔民李明福告诉记者。

据了解，随着台风“海葵”强度逐渐加强，龙海
部分渔船当前所处的停泊位置浯屿港停泊点、港
尾一级渔港停泊点无法抵御台风正面袭击。为做
好各项防御工作，龙海区海洋与渔业局组织相关
人员将部分渔船移泊至厦门高崎渔港避风。截至
3 日 18 时，龙海区转港到厦门高崎渔港避风渔船
共 240艘、船员 1112人。

同样是渔业大县，在东山县，全县在册 796 艘
渔船全部按时撤离就近回港避风，船上人员 5109
人全部撤离上岸；乡镇船舶 6801艘，全部按时撤离
回港避风；养殖渔排上的劳动力 2218 人全部按时
撤离上岸。

“先别着急重上渔船！”3 日下午，东山县铜陵
镇海管站联合海警在海上动态巡逻，确保渔排无
人员回流。

铜陵镇海管站站长张友民说，在防抗台风“苏
拉”时，就设置了万祥码头、后井码头等 4 个海上
防回流执勤点，安排镇干部 24 小时轮流值守，及
时劝导船东和船主不能下海，并入户劝导老旧房
屋的居民进行转移，不定时巡查南门湾沿岸，及时
劝导游客撤离。为应对“海葵”，所有执勤点和人员
没有撤离，人员都没来得及休假，马上又继续工
作、继续值守，全力筑牢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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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挺） 记者从厦
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3 日 15 时，
厦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Ⅳ级提
升为Ⅲ级，厦鼓游客航线 3 日 18 时 30
分停航。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要强化

监测预警和各项风险防控，严格落实
临 灾 预 警“ 叫 应 ”机 制 ；要 加 强 对 跨
海、临海、临港、临岸等涉海工程设施
的重点巡查，加强各类水库及上下游
区域、行洪河道等部分的监测巡查，
对沿河堤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建设

施工工地、住房和风险隐患点进行再
排查。

同时，要做好危险区域人员的转
移避险，按照不同降雨量级、灾害类
型、区域、时段等特点，梳理人员转移
清单；各区、镇（街道）要做好人员转移
安置准备，各自然灾害避灾点要落实
专人管理、明确路线标识，抓紧补充救
灾储备仓库和避灾点物资储备，保障
转移安置人员基本生活。

厦门 提升应急响应

本报讯（记者 何金）3日，随着台风
“海葵”逼近，泉州沿海一带风力加大。

当天下午，惠安县崇武镇的崇武
国家中心渔港内，数百艘渔船停泊在
港区避风。崇武海防所民警郭志强告

诉记者，台风“苏拉”刚过去，“海葵”又
来势汹汹。针对台风有可能带来的冲
击，崇武没有丝毫的松懈。连日来，崇
武海防所的民警都在港区一带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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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渔民
和游客上岸。几天来，港区上岸的渔民
和游客近 1200人。

记者了解到，作为国家中心渔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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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葵”逼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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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有428艘渔船在港区内避风。

泉州 渔船进港避风

本报讯 （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吴坤虹）“金山银山，不如平平安安。
台风面前，保证我们的家人平平安安
比什么都重要……”3 日上午，在靠海
的福清市沙埔镇官厅村，镇、村干部用
接地气的福清话，通过乡村大喇叭不
断宣传防汛防台风知识。

沙 埔 镇 二 级 主 任 科 员 林 继 彩 介
绍，为做好台风“海葵”的防御工作，全
镇各村通过乡村大喇叭，及时地为村
民播报最新的台风路径和安全提示，
积极发挥“村村响”在抗台风工作中的
安全预警作用，让群众在台风到来前
后提升安全意识。

与此同时，沙埔镇全员严阵以待，备
好车辆装备、水域救援抢险器材、个人防
护装备等装备器材。在抢险队伍方面，专
职消防队作为沙埔镇应急抢险处置力量
之一，由消防和城管中队组成，共计25名
队员，已具备“一队多用、一专多能”的战
斗能力。“我们将针对沙埔海岸线长、码头
和渔船多等特点，积极参与海岸线堤坝抢
险、人员疏散、码头巡查等防台风应急处
置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沙埔镇
专职消防队副队长邱盛说。

福州 强化安全意识

3日，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干部、党员先锋队动员海上渔排人员抓紧撤离。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余汕康 摄

本报讯 （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吴志） 3 日傍晚，莆田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指挥中心数据显示，目前该口岸 4个

作业区、15 个泊位，均无出入境（港）船
舶办理，无在港船舶，外轮已驶离港口
避风。

台风登陆前后，莆田边检站值班
民警坚守东吴、秀屿港区一线，昼夜紧
盯执勤点指挥中心的高清大屏，与海
事部门搜救中心协作，通过网上比对
跟踪，全面掌握船舶动态和报警类别，
并借助港区视频监控台风动态和口岸
险情，确保第一时间应急处置。

莆田 守护港区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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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阵以待 防御台风“海葵”
无论行走在河南兰考县城还是乡间小

道，绿色是最有冲击力的颜色：绿在随处可见
的落叶树和常绿树，绿在城乡管网间流动的
清洁能源，绿在干净整洁的街道，绿在老百姓
家中的分类垃圾桶里……

地处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的兰考县，曾
饱受风沙、内涝、盐碱地“三害”之苦，许多人
对它的印象还停留在“黄色”。可如今，风“告
别”了沙，变成了电；沙丘不再“移动”，长出了
沙地红薯和“万亩梨园”；碱地“告别”了盐，长
出了清甜爽口的蜜瓜和番茄，直达北京新发
地市场。“三害”已然变成兰考发展的“三宝”！

我们不禁要问，长期受区位条件和发展
环境制约的兰考，何以绘就今天的“兰考绿”？

时光倒回 61 年前。1962 年，焦裕禄同志
临危受命赴任兰考，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
治理“三害”，留下了焦裕禄精神。2014 年，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赴兰考指导工作，提出
了发人深省的“兰考之问”：“焦裕禄在兰考工
作时间并不长，但给我们留下这么多，我们应
该给后人留下些什么？”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
1990 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写
下的《念奴娇·追思焦裕禄》，或许就藏着答
案。“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
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犹如一座高山
仰止的丰碑，标定了共产党员的精神高度，也
在一代代兰考党员干部的接续奋斗中，化为推动兰考高质量发展
的最强动力。

传承“干事业那股拼劲”，留下“不走”的干部队伍。发展，归根
到底要靠人的力量。兰考县委书记陈维忠说：“在我们前面是一座
高山，要用毕生去攀登，每天都不敢懈怠。”在当地投资生物质制气
项目的央企负责人说：“兰考干部思想走在前，企业‘吹哨’，他们就
到。”当地干部自诩为“嗷嗷待哺的小老虎”，“有事抢着干，没事更
要创造事情干”。2017 年，兰考县全国第一批脱贫摘帽。2022 年，兰
考全县 GDP426亿元，跻身全省县域经济第一梯队。

传承“抓工作那股韧劲”，留下“不断”的绿色动能。兰考紧抓纳
入郑开同城化（郑州、开封同城化示范区建设）重大机遇，探索传统
农区中国式现代化的县域实践之路：发挥农村能源资源丰富的优
势，在全国率先探索开展农村能源革命试点工作，全县可再生能源
发电并网装机容量 116.8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
重达 95%，清洁取暖普及率达 99%，新能源企业纷至沓来……当年
坚韧生长的泡桐带来的“第一抹绿”，已渗透进兰考这片赤热土地
的每一块肌理，成为发展最鲜明的“底色”！

传承“对群众的那股亲劲”，留下“不变”的百姓口碑。在兰考，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焦书记的故事：在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口，焦
书记 1963 年亲手种下的那棵焦桐已亭亭如盖，每天都有人为它打
扫落叶。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是“心中装着人民，唯独没有自
己”的焦裕禄的毕生追求，也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以前出门
要戴口罩防尘，现在不用了。”“以前会突然停电，现在不会了。”“以
前老百姓买外地的梨，现在外地来我们何寨村收购梨。”……每一
个兰考人自豪地诉说生活之变，就是对幸福最生动的诠释，是对焦
书记“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的最好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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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问题整改做“减法”
“住户也一起想办法，筹措改造资金，杜绝阳台污水入河，让家

门口的内河越来越干净，共同营造美好家园。”日前，在下厝河畔荔
城区东城一号住宅小区内，物业公司负责人黄建忠说。今年 7月初，
该小区第一期部分雨污混流改造工程已经完成，涉及3栋120多户。

莆田主城区处在木兰溪北洋平原，内河蜿蜒曲折，纵横交错。下
厝河流经荔城区拱辰街道，周边分布着许多住宅小区。这些小区大都
建于2010年前后，按照当时的政策，住户阳台上的生活废水可以接入
雨水管网。如今，随着政策调整，阳台生活废水必须转接到污水管网。

雨污混流改造直接关乎木兰溪水质。通过采取调研、约谈、通
报等方式，莆田市纪委监委督促市直相关职能部门和县（区）精准
施策，全面疏通、拓宽断头河和瓶颈河，逐年治理、消除易涝点，减
少问题存量，遏制问题增量，使下游 399条内河与木兰溪互连互通。

“通过下厝河流水排口溯源排查，在住宅小区外发现 17 个问
题，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荔城区住建局副局长林仙后说。

荔城区城管部门借助第三方力量，全面勘察下厝河沿岸住宅
小区内的雨污管网，并将发现的混流和渗漏问题交给小区物业公
司，要求其尽快整改到位。

经过专业机构测算，每个小区雨污混流改造需要投入数十万
元，经费成为一大阻碍因素。如何破局？

今年，在莆田市纪委监委的监督下，作为牵头单位，莆田市城
市管理局率先选择 60 个小区，通过使用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的办法
破解资金难题。同时，莆田市住建局参与工程启动把关、施工监管
和完工验收工作；莆田市生态环境局负责住宅小区内外水质变化
监测工作。

此外，莆田市纪委监委加强监督职能部门履职尽责情况，推动
木兰溪流域未按计划开工的文旅项目陆续“上马”，现有 3 个重点
项目超序时推进，7个重点项目按序时建设。

建章立制做“乘法”
壶公路位于荔城区新度镇，西起城港大道，东至荔港大道。几

年前，壶公路污水主管因塌陷而堵塞，导致污水流向周边低洼地
带，最后就近溢流进入蒲坂大沟，直接影响附近片区的四五个木兰
溪流域断面水质。

由于主体单位职责不清，壶公路片区污水溢流问题成为一块
难啃的“硬骨头”。随着政治监督的深入，备忘录机制的确立终于敲
碎了这块“硬骨头”。

查阅今年 1月 13日生成的一份关于开展监督推动木兰溪流域
专项治理有关问题整改的备忘录，上面清楚地记录着 7项事宜，全
部都与木兰溪流域专项治理有关。备忘录梳理了问题整改的责任
单位，厘清了每个单位的职责范围，避免推诿扯皮，也为追责问责
提供了依据。

其中，第三项事宜明确了城镇污水设施建设主体和监管责任
主体。以荔城区为例，城镇污水设施主管单位为荔城区住建局，建
设及维护管理主体为荔城区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20多天不间断赶工，完成荔港大道 240米污水管道拉管施工；
及时抢修，完成壶公路市政污水管网修复……今年，壶公路—荔港
大道—荔港泵站整体水位下降了 2至 3米，基本解决了壶公路沿线
片区污水溢流的问题，消除了隐患。

“不断健全问题整改机制，做到监督常在、震慑常态、整改长
效。”施晓阳介绍说，除了备忘录，当地还建立了“8+X”会商协调机
制，实行“半月一通报、一季一分析、半年一总结”，采取“自己评、群
众评、监督评、定等次”等方式，综合评估木兰溪流域系统治理专项
巡察整改情况。

以督促改，木兰溪流域水质跃升

本报讯（记者 陈旻） 3日，记者从省
水利厅获悉，受今年第 11号台风“海葵”影
响，我省将有较强的风雨过程，部分河流
可能超警，可能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
等灾害。为应对灾害，我省多地启动防汛
响应。

3日20时，福建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
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根据降雨数值预
报，预计未来24小时，以下区域可能出现山
洪灾害风险：漳州市漳浦县东北部、北部，
龙海区中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
预警）。厦门市同安区大部；莆田市秀屿区

西北部；泉州市泉港区大部，惠安县中部、
东部；漳州市龙文区大部，漳浦县大部，长
泰区南部、东南部，龙海区大部发生山洪灾
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福州市马尾区
大部、闽侯县东南部、连江县西南部、福清
市大部、长乐区大部；厦门市同安区东部、
翔安区大部；莆田市城厢区东部、涵江区大
部、荔城区大部、秀屿区大部；泉州市丰泽

区东部、东南部，洛江区南部，惠安县大部，
泉港区中部、西部，晋江市东北部；漳州市
云霄县东南部、东部，平和县东部，长泰区
中部、南部，漳浦县西部，华安县东南部可
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

3 日 18 时起，为应对“海葵”可能引发
的江河洪水及山洪灾害，漳州市启动防汛
Ⅳ级响应。省水文中心、泉州调整防汛相

应为Ⅳ级；福州、宁德、莆田维持Ⅲ级响
应；厦门维持Ⅳ级应急响应。

为做好灾害防御，全省水利部门加强
水库科学调度，要求病险库坝降低水位或
空库运行，对水位较高的水库要提前预泄
腾库、拦洪削峰错峰，确保度汛安全。截至3
日6时，全省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102.25亿
立方米，占正常库容的76%。同时，全省加强
辖区内堤、库、闸等水利工程和在建工程安
全巡查；特别是加强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
灾害防御，必要时提请危险区人员应转尽
转，并及时发布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信息。

水利部门：启动防汛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