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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防御台风全力防御台风““格美格美”” 要闻 3

本报讯（记者 张颖 通讯员 陆逸 李翰祥） 受今年
第 3 号台风“格美”影响，福建铁路沿线将有大到暴雨，部
分区段将出现特大暴雨。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
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铁”）已于 23 日、24 日
先后启动管内甬广、合福高铁，杭深、昌福、福平、龙漳、衢
宁、建化、鹰厦、峰福等铁路线路区段防洪防台风应急响
应，并计划停运福建省内 7 月 25 日全部旅客列车和 7 月 26
日部分旅客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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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风登陆期间，南铁将结合风速雨量，动态调整列车开行
方案，采取限速、停运、迂回、折返、加开、恢复开行等措施，确
保高铁和旅客列车安全万无一失。铁路部门温馨提示，旅客朋
友可通过关注12306铁路客服平台，或车站大屏幕、广播、公告
等发布的信息，及时了解列车开行情况，合理安排行程。

今日省内旅客列车全部停运

本报讯（记者 张辉 通讯员 饶丽英） 24日晚，长汀县
河田镇远丰优质稻专业合作社的 1100 亩稻田里，6 台联合
收割机挑灯作业，在台风“格美”到来前抢收已成熟的早稻。

“目前已抢收 900 多亩，预计 25 日上午可全部收割完
毕。”合作社负责人傅木清时刻关注着台风动向，得知台风
将影响福建后，合作社已加快收割进度。

当前正值我省早稻收获、中稻幼穗分化和晚稻插秧的
关键时期，葡萄、荔枝、龙岩、柑橘等果树挂果期，台风带来
的强风暴雨可能造成农田涝渍、作物倒伏、果树损失、设施
大棚毁损，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全省各地抓实抓细防台风防汛各项措施，千方百计减
少农业生产损失。省农业农村厅要求抢收成熟作物，紧急调
度收割、烘干等机具设备，日夜抢收早稻，加快烘干进度，确
保早稻颗粒归仓；及时收获荔枝、葡萄、叶菜瓜果等蔬果，努
力做到能收尽收。同时，对大棚设施、畜禽圈舍等进行全面
检查，及时修整加固，提前清理疏通沟渠和排水系统，防止
发生大面积内涝，确保生产作业安全。

今年，建宁县水稻早季制种约 1.5 万亩，目前已到收获
期。“我们根据气象部门预警，提前几天指导种业公司、制种
户及时抢晴收割。”建宁县种业科技中心副主任黄回南说，
台风带来的连续降雨，将影响稻谷烘干进度。为此，建宁县
提前做好烘干设备统筹调度，投入烘干机和烘干床 150 多
台套、烤烟房 400多座。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全省已投入 6100 台收割机
抢收早稻。

上图：在福清市海口镇南厝村，早稻陆续进入成熟期。
为降低台风“格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农户开镰收割忙
抢收。 卞军凯 薛晓娟 郭城 摄

省农业农村厅：
投入6100台收割机抢收早稻

本报讯（记者 王永珍 通讯员 林丽平 邵淑婉） 记者
获悉，为应对台风“格美”影响，目前国网福建电力共集结
659 支抢修队伍、抢修人员 9771 人，落实各项防台风、暴雨
应急准备措施，全力做好供电保障。

国网福建电力应用“137”防汛抗台风保供电应急模式，
组织电网设备特巡特护，提前做好输电线路走廊清障和杆
塔加固，开展变电站排水防涝设施等隐患排查，落实防汛重
点变电站、易涝配电站房防涝措施，配齐防汛物资；开展重
要用户安全用电督导，加强同小区物业联动，督促大中型小
区、高层建筑做好地下室的防进水措施；科学安排电网运行
方式，做好配网集群化调度准备和区域联络站启用准备；提
前落实应急抢修队伍、物资、装备，应急基干队伍进入战位
待命，按照台风动向做好队伍预置。

国网福建电力：
集结659支应急抢修队伍

24 日下午 5 时，惠安县崇武镇前
垵渔港阵雨初歇，镇村干部在逐一检
查确认入港船只加固情况，县主要领
导也来到码头检查，督促夯实防台风
责任。

“今天 12 时前，162 艘船只已全
部停入前垵渔港。其中，附近县区和
乡镇的 67 艘船只也采取就近停靠的
原则入港。”崇武镇综合执法队队长

郭静波说，崇武镇采取“人防+技防”
的方式，既实施人工巡查，也采取技
术定位，确保不落下一艘船只。

随后，记者跟随镇党委书记黄炳
泉来到崇武国家中心渔港。只见港区
宽阔，457艘船只停得满满当当、井然
有序。“崇武国家中心渔港专门组建管
理队伍，布置设施封闭渔港，实施门
禁，防止人、车入港。”黄炳泉说，“以往

个别船主担心碰撞、溜绳，会回港查
看，我们必须严防死守，确保安全。”

在崇武镇渔船点验中心，记者见
到电子地图上显示了所有渔船入港
信息。“每艘船都有北斗定位，我们定
时刷新定位，船只和船主信息、联系
方式全部都有实时台账清单。”点验
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本地船只停
靠外地外省的情况也可以一目了然。

据悉，崇武国家中心渔港正在建
设“海防卫士”智慧雷达监管系统，建
成后可实时监测半径 12 海里海面上
直径 2米的移动物体。

夯实责任 不落一船
□本报记者 雷光美 东南网记者 谢添实 发自惠安

24 日 10 时，东山县铜陵大澳渔
港码头。

“各位渔民，请大家中午 12 点前
整理好物资，全部都要上岸！”为防御
超强台风“格美”，铜陵镇乡镇干部通
过出海巡查、喊话劝导的方式，及时
引导海上作业人员及时上岸避险，乡
镇船舶陆续回港避风。

渔民林跃来说，收到台风预警信
息和安全提示通知后，他们就马上准
备了。“今天来做一下收尾工作，收拾
一下就要上岸。”

针对渔港、码头、渡口等重点位
置，东山县全面落实值班值守制度，
重点加强对海上作业人员安全管控，
防止人员回流。截至 24 日 12 时，东山

726 艘在册渔船和 8338 艘乡镇船舶
已全部进港或就近避风，2401名海上
养殖人员全部撤离上岸。

在诏安县梅岭镇田厝港，在册渔
船和乡镇船舶均按照指定泊位有序
停靠，再三检查锚固后，船上人员逐
步撤离上岸。

“我们对 12 个港口（岙口）实行
定人定岗不间断值班、巡逻，严防在
港避风渔船擅自冒险出海、渔排人员
回流。”梅岭镇农村经济发展中心主
任吴惠明说。

紧盯重点 防止回流
□本报记者 赵锦飞 赵文娟 李妙珠 发自东山、诏安

24 日下午，随着台风逼近，厦门开始变得闷热，天空
时黑时亮，不时下点小雨。

位于厦门湖里的高崎闽台中心渔港早已停满各式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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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有船舶有序入港避风，岸边仍有不少渔民在走
动，一派忙碌的景象。

上岸的渔民和船员都被集中妥善安置在避险中心，
喝着热茶、刷着手机，大家显得十分放松。近 3000 平方米
的避险大厅摆放着一排排靠背椅，能容纳约 2000 名渔
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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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宝粥、方便面、矿泉水、探照灯等
各类物资早已准备齐全。

“大家要做好船舶加固，切断船上电源，关闭海底阀，
千万不要明火作业，人员全部上岸。”厦门市海洋与渔业
综合执法支队渔港执法大队大队长余炎峰叮嘱着靠岸渔
民，反复交代安全事项。

记者了解到，截至 24 日 16 时，进入高崎闽台中心渔
港避风的各类船舶共 422 艘，撤离人员 1863 人。此外，从
24日早上开始，厦金航线、厦漳轮渡也全线停航。

船舶回港 备齐物资
□本报记者 林丽明 林泽贵 林闻 发自厦门

眼下正是福安巨峰葡萄大量上
市时节，为降低台风“格美”可能带来
的不利影响，福安市组织农技人员，
到一线指导农户、果业供应链企业做
好各项防范应对措施。

“低洼地带，容易受水淹没，风口地
段，容易被台风吹走，在台风来临前要
抓紧采收。”在赛岐镇象环村葡萄种植

户陈培强的果园里，福安市农业农村局
经作股股长施金全向果农了解采收情
况，并指导他们科学做好预防工作。

在福安市安果汇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分工协作，将
刚采摘的葡萄进行修剪、分拣、装箱，
以最新鲜的状态及时销往外地。“这
几天，工人们加班加点，每日葡萄采

摘量比前段时间增加了 50%以上。”福
安市安果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
责人刘德兴正将收购回来的葡萄进
行修剪，目前已为客户腾出冷库，对
没有解袋的葡萄等台风过后再解袋，
已经解袋的，已通知农户在这两天尽
量抢收，把成熟的果子全部收回来。

“我们跟收购企业沟通，尽量在
台风来临前多采收葡萄，减少损失，
收购商们也加大收购力度，尽量把果
子采收处理好，放在冷库里，再进行
销售。”施金全说。

腾出冷库 抢收葡萄
□本报记者 单志强 通讯员 蒲允静 发自福安

300 包沙袋已提前堆放至边坡，
抽水泵、柴油发电机也已到位，值守
人员的雨衣、手电、对讲机等设备已
提前准备在仓库。24 日上午，刚开完
防台风安全部署会议，仙游木兰抽水
蓄能电站工程部副主任欧阳向辉又
马不停蹄到项目现场清点防汛物资。

木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位于仙
游县社硎乡和菜溪乡交界处，是国家

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十四五”规划
重点实施项目、福建省“十四五”重点
实施抽水蓄能项目之一。项目建成
后，将承担电力系统调峰、填谷、调
频、调相、储能和紧急事故备用等任
务，被誉为深山里的“充电宝”。

据悉，该项目施工现场涵洞、通
风洞线路长，从山顶上水库到山底下
水库，垂直距离大约 600 米，暴雨和

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较高。

“针对容易出现的险情，我们第
一时间在项目点堆放了防洪沙袋，提
前几天对工程边坡易滑坡点进行混
凝土浇筑和防护雨布遮盖，同时对排
水沟进行疏通。”欧阳向辉介绍，当前
工程已停止作业，整个抽蓄项目上下
库业主、设计单位、监理、施工人员等
500 人已全部撤离一线，各作业点抽
调 30 多名人员组成防汛防台风安全
小组进行 24 小时轮值驻守，同时安
排应急工程车在工地进行巡查。

停止施工 加强值守
□本报记者 林爱玲 发自仙游

2424 日上午日上午，，在石狮祥芝国家中心渔港在石狮祥芝国家中心渔港，，
渔民抢在台风来临前加系缆绳渔民抢在台风来临前加系缆绳、、加固渔船加固渔船。。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毅王毅 通讯员通讯员 颜华杰颜华杰 摄摄

2424 日日，，台风台风““格美格美””逼近逼近，，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渔渔
船回港避风船回港避风、、渔排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渔排作业人员撤离上岸。。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熙林熙 张永定张永定 摄摄

本报讯（记者 何祖谋 张静雯） 记者
24日从省防指获悉，福建省气象台 24日 18
时将“台风预警”提升为Ⅰ级，将“暴雨预
警”提升为Ⅱ级。根据《福建省防汛抗旱防
台风应急预案》，省防指决定于 24 日 18 时
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Ⅰ级、防暴雨应急

响应至Ⅲ级。
今年第 3 号台风“格美”预计将以每小

时 10~15 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25
日下午到上半夜在我省连江到秀屿一带沿
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继续
深入内陆北上。

省防指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
台风动向，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
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考虑超强台风正
面登陆我省、强势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极
端影响，周密周全做好各项应急预案和防
范准备，全力以赴防抗巨风、狂浪、大潮、暴

雨等各类灾害和次生灾害影响，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悉，“格美”的中心已于 25 日零时
前后在台湾宜兰沿海登陆，登陆时由超强
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5 级。

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Ⅰ级
预计“格美”25日下午至上半夜在我省连江到秀屿一带沿海登陆

“台风期间，风大雨大。及时撤离，确保安全……”24
日下午 4 点多，在福州市长乐区漳港街道三营澳大桥附
近的海滩前，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着语音提示，街道干部带
领巡查人员紧盯着海滩，劝离前来看台风的群众。

这片海滩长约 3 公里，因临近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能
近距离观赏到飞机起落的风景，所以平时前来游玩的群
众较多。

记者在现场看到，天空乌云密布，大风裹挟着奔腾的
海浪一阵阵向海滩翻涌，随风扬起的海沙夹杂着雨点，打
得人睁不开眼睛。

漳港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黄勇介绍，台风
来临前，已对通向海滩的几处路口采用架设栏杆的方式
实施“硬隔离”，同时组织巡查人员紧紧盯住海滩，确保没
有一个人前往海滩区域。“今天劝阻了几十人，我们安排
24小时值班，避免危险发生！”黄勇说。

来到江田镇下沙海滩，记者看到，下沙村党总支书记
陈伙俤带领着党员志愿者，顶着猎猎海风，守住海滩入
口，保证已经空无一人的海滩不发生人员回流。

“下沙海滩是福州著名海滨旅游景区，在夏季旅游高
峰期，每天游客有几万人。景区因台风关闭后，我们专门
安排人员 24小时值守，保证海滩无人逗留……”

忽然，正在介绍情况的陈伙俤停了下来，快步跑向前
方，原来有两人带着工具，准备趁着人少到海滩上挖贝
类，陈伙俤及时拦了下来，把他们劝回去。“我们守在这
里，就是要盯住海滩，把危险因素降到最低。”陈伙俤说。

及时撤离 确保安全
□本报记者 方炜杭 卞军凯 发自长乐

“台风要来了！大家快撤离上岸！”24 日上午，记者驱
车来到平潭苏平片区钟门村卓家庄码头，只见一批批渔
民、养殖户正乘坐接驳船，在公安民警及苏平片区管理局
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撤离渔排。

钟门村海岸线长、澳口多，以鲍鱼、真鲷等水产品养
殖而闻名，这里共有 6700框海上渔排，养殖户达 51户，海
上安全生产及防台风任务重。

“这一个个渔排，可是不少渔民、养殖户的全部家
当。”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安局苏平支队社区警务大队教导
员林浩杰告诉记者，“为了保障群众安全，我们成立了工
作小组，和村干部一起对该区域渔排、船只进行拉网式动
员撤离，确保不漏一人。”

天色阴沉、风力渐强，48 岁的养殖户李其松一早就
来到渔排上忙活，生怕因台风遭受意外损失。在民警的帮
助下，李其松很快就完成了整理加固，并安全返回岸上。

搬运货物、加强锚固、加固船只……在平潭多处港口
码头岸线，实验区党员干部下沉一线，积极排查风险隐
患，挨家挨户通知渔民撤离上岸。截至 24日 12时，实验区
在册渔船 375艘、乡镇船舶 6853艘已经全部撤离回港，撤
离渔排人员 1923人。

闻“风”而动 不漏一人
□本报记者 张哲昊 郭雅莹 发自平潭

24 日，在连江县东湖镇天竹村，电力施工人员为 500 千
伏福门Ⅰ路 61 号塔安装角钢主材以补强塔身，确保台风登
陆期间线路的安全可靠供电。

本报记者 游庆辉 通讯员 陈蒸 陈德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