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刘久平 王 震

进安丘市凌河镇王家赤埠村，要先过
一条没有名字的小河沟。8月30日上午，
站在桥头往北望，洪涝灾害带给河沟的
“创伤”犹存，但河东岸一棵枯树上晾晒
着村民清洗的衣服，却又显示着灾后重建
的生机。

8月19日晚的暴雨，让这个以种植西
瓜、菜椒、贝贝南瓜、大姜等经济作物为
主的小村突遭洪涝灾害，道路冲毁、部分
房屋受损或倒塌、大棚被毁、不少农作物
绝产。

8月30日上午，记者碰到了凌河镇偕
户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天禄。这名乡镇普通
的副科级干部，与妻子在不同受灾乡镇连
续奋战了10余天。“社区一共14个村，其
中9个受了灾。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这9个
村间来回跑，哪个村的群众都放心不下。
王家赤埠村的受灾情况已经统计完了，我
再过来和村干部一块儿核实一下，让受灾
群众确保得到公平的救助。”

王家赤埠村的干部群众也都行动起
来了，查看房屋受损情况、抢修被水冲
坏的电线、统计村民受灾情况……53岁
的老党员王其政，灾后第一天就不顾被
冲毁院墙的家，一直跑前跑后帮着灾后
重建，先带领安丘市工作组挨家挨户查
看受灾情况，又带领机械车辆修缮道

路。在王家赤埠村亟需恢复生机的时
刻，党员干部的担当，让这个村干部群
众拧成了一股绳，精神面貌为之一振。

自家2个大棚被冲毁绝产的王福太顾
不上自家的损失，他和村“两委”班子成
员说，现在当务之急，是把村里的卫生清
扫好，道路修缮好，河沟清好淤。然后，
抓紧让村民将被淹的大姜卖掉，整修好大
棚。来年就要种西瓜了，希望是个好收
成。

由于家中房屋倒塌，48岁的王吉贵一

家如今被安置在村“两委”院内的卫生
室内。白天回家自救，晚上回到卫生室
睡觉，王吉贵一家正慢慢从家园被毁的
悲痛中走出。临近中午时分，王吉贵的
妻子正在堂屋中做午饭，用的液化气是
志愿者送来的，用的油是村里给买的，
炒的菜是邻居们送来的。

“啥都被冲走了。镇上给我们发了
生活费，村里送来了粮油用品。这几天
也有志愿者来看望俺家，俺一家三口穿
的衣服全是邻居们给送的。前几天，安

丘市民政局、住建局来查看了房屋，说
很快就会有民生综合保险赔付。”王吉
贵指着快要入学的儿子说，社区党总支
书记和村里也在帮着协调，准备给减免
部分上学费用。

“衣服泡了，我们就洗干净；道路
冲了，我们就补好；房屋塌了，我们再
盖起来；大棚毁了，来年再建起来。”
王福太嘶哑着嗓子说，“只要大伙团结
一心，就没有爬不过的山，没有过不去
的坎。”

“只要团结一心，没有过不去的坎”
安丘市王家赤埠村党员干部与受灾群众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抗灾救灾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山东人民的恩情，北川人民世代铭
记。”8月31日，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杜勇一行代表24万羌山儿
女，向寿光灾区捐赠100万元，帮助受灾
群众渡过难关。

10年前，一场特大地震牵动亿万中国
人民的心，山东儿女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千
里驰援。10年后，遭受洪涝灾害的寿光，让
远在千里之外的北川人民牵挂不已，一场
心手相牵、守望相助的情分续写传承。

“得知寿光受灾后，我们十分着急。
此次前来慰问，就是代表全县人民，感谢
山东人民对北川作出的贡献。”杜勇说。

“5·12”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
院确定山东对口支援北川，山东省委、省
政府将北川作为山东的一个县，举全省之
力再造一个新北川。不到3年的时间，山
东共援建资金120亿元，援建项目369个，
建设各类房屋建筑面积100多万平方米，
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110
处……其中，潍坊市负责援建北川桂溪镇
和贯岭乡，不到两年的时间，潍坊市承担
的16个场镇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全面完成并交付使用。而寿光，不仅
捐出2000多万元救灾款，还在恢复重建中
帮助北川发展高端农业产业。

“在山东的帮助下，北川重建了家
园，恢复了生产，现在过上了幸福美好的

生活。”杜勇介绍，从援建到帮扶，从
输血到造血，尤其是北川—山东产业
园、北川维斯特现代农业高科技示范园
等一大批“造血”项目相继建成投产，
以及山东支医、支教、干部培训等智力
支持成果的逐步显现，北川三次产业均
呈现出快速向好的发展态势。

北川维斯特现代农业高科技示范园
是寿光蔬菜产业集团在北川投资建设的
农业项目，于2010年完工，总投资4亿
元。寿光蔬菜产业集团充分发挥产业化
运作的优势，引入先进模式和理念，将
对口产业援建发展为深度合作，重点围
绕高山蔬菜、中药材、山野菌、花卉等
农特产品实施产业化运作。如今，北川

维斯特现代农业高科技示范园产业正在
进一步拓展生产基地、农产品交易中心
的规模，农产品深加工项目等都在不断
地扩大，大大增加当地经济收入，缓解
了就业压力。

“川鲁友谊将会永永远远、世世代
代流传。”杜勇表示，目前北川当地党
委政府正组织机关单位、企业及群众进
行捐款捐物，后续物资将会陆续到达灾
区。

寿光市慈善总会办公室副主任李洪
云说，收到来自北川人民的满满心意，
心里感到十分温暖。“北川人民跨越
2000多公里雪中送炭，更加增强了我们
战胜灾情的信心和力量。”

心手相牵、守望相助，北川向寿光灾区捐赠100万元

穿越十年的鲁川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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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谭立国

“看到洪水给村里带来的损失，我
非常痛心，这1000元用于抗灾救灾第一
线，希望共渡难关，重建家园。”20日
凌晨四点半，仍忙碌在救灾一线的临朐
县城关街道付家峪村村干部谭金辉，收
到了现居临沂的村民谭法贵的捐款和信
息。紧接着，谭法贵的儿子、女儿也通
过微信转账分别捐助1000元。

谭法贵发自肺腑地告诉记者：“老
家是我们游子的母亲。我虽离家多年，
但思念不断，希望家乡尽快渡过难
关。”

受台风“温比亚”影响，仅300余户
居民的付家峪村遭受了特大暴雨袭击，

民房倒塌40余间，道路冲毁3700米，塌
堰460米，农田淹没50余亩，小塘坝冲毁
1座，造成经济损失200余万元……对这
个并不富裕的小山村来说，重建美好家
园，困难就像一座山摆在面前。

老家受灾后，一个个在外游子打来
电话，询问灾情，提供帮助，阵阵暖流
在付家峪村涌动。在外地工作的村民谭
国华通过微信转账2000元，潍坊市直机
关干部谭炳建捐款2000元……在付家峪
美丽乡村发展献计献策微信群里，大家
表达了共同的心愿：重建家园，我们义
不容辞。

付家峪村党支部书记邢建忠告诉记
者，付家峪村在外工作的人口差不多占
一半。“很多捐款的孩子，我都没见
过，只是听他们家老人提起过，大名都

是我一个一个问的。”
在外工作的付家峪人纷纷伸出援助

之手，在家参加灾后重建的付家峪人同
样慷慨解囊。

“咱家是小家，村子是大家。”村
民谭家杰的房子在这场暴雨中被冲毁，
但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积极投入到抗
灾自救中，并托付在外工作的儿子谭伟
康向村里捐款600元，为灾后重建家园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记者了解到，截至8月31日17点，付
家峪村村民自发捐款241532元。

付家峪村村干部们在微信群里向捐
款的父老乡亲表示，一定把每一分钱都
用在全体村民身上，不等不靠，全心全
意为付家峪村的父老乡亲服务好，尽快
重建好家园。

爱心涌动小山村，付家峪村在外工作村民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攥成一个拳头 重建美好家园

我省制定蔬菜、玉米、棉花等灾后管理意见，指导灾区尽快恢复生产

农业部门支招农作物灾后补救恢复
□记者 王 川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期，受“摩羯”“温

比亚”等台风影响，我省发生连续强降
水、大风天气过程，部分地区菜田被淹，
棚室坍塌，蔬菜生产遭受重大损失。记者
从省农业厅获悉，为积极应对洪涝灾害，
省农业厅研究制定了蔬菜、玉米、棉花等
灾后管理技术指导意见，指导灾区尽快恢
复生产。

蔬菜方面，意见指出：要抓紧清沟理
墒，挖通排水沟渠，可在两排日光温室之
间东西向挖深沟，并及时把渗入沟里的积
水抽走，避免墙体损毁坍塌。同时开展受
损设施修建，尽快评估设施受灾程度，确
定是抢修加固还是拆除重建。

玉米方面，积水严重地块应及时排
水，发生倒伏地块，要因地施策。积水排
净后，应及时补施氮素化肥，有条件的地
区可用无人机喷施叶面肥。玉米适期晚收
可以延长灌浆时间，有利于增加粒重、提
高产量，建议高产田10月上旬、一般田9
月底至10月初收获。

棉花遭受涝渍灾后的关键农艺补救措
施就是要增加棉花地上部器官向根系的供
氧能力，重新恢复棉花根系活力。对于受
灾在三级以下的棉田，应及时排除积水，
突击扶理倒伏棉株，科学追施肥料，注意
化控和及时修棉。对于少数受害程度达到
四级和五级的棉田，可根据当地茬口安
排，在不影响下茬作物种植的同时，抢种
其他速生高效作物，如生长期短的蔬菜
等，以最大程度挽回损失。

果树方面，应尽快排除果园积水，并
加强树体管理，扶正固定树体，及时清
园，适度修剪，调整负载，喷药防护。同
时强化土肥管理，扒土晾根，合理施肥。

此外，近期降雨明显偏多，利于多种
农作物病虫害发生。应根据不同作物病虫
发生规律和动态，科学制订防控技术方
案。

□记者 方 垒 报道
本报济南8月31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水利厅获悉，当前我省

正着力对全省水利工程薄弱环节进行全面排查，截至8月29日，
全省共排查各类水利工程20569座（处），共发现隐患6270个。

据悉，根据日前下发的《关于对水利工程薄弱环节进行全面
排查工作的通知》，全省各地高度重视，迅速组织有关力量，抓
紧开展排查工作。截至8月29日，我省已完成排查水库5785座，
发现隐患3693个，已完成整治1503个，隐患整治率为41%；排查
河道18393公里，发现隐患1461个，已完成整治478个，隐患整治
率为33%；排查水闸1693座，发现隐患176个，已完成整治52个，
隐患整治率为30%；排查塘坝9358座，发现隐患634个，已完成整
治160个，隐患整治率为25%；排查泵站2140座，发现隐患306个，
已经完成隐患整治208个，隐患整治率为68%。

另悉，为切实强化各类防洪工作的巡查抢护工作，确保水利
工程安全运行，省防总办于8月29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
工程安全度汛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在水利工程隐患排
查方面，要特别注意筛查小水库、河流行洪通道、蓄滞洪区、易
涝区以及在建水利工程等重点区域和关键部位，确保工程安全运
行；要抓紧开展水毁工程修复，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能立即修
复的要抓紧修复，不能立即修复的要落实应急抢险措施；要强化
工程调度，进一步加强水库、闸坝等工程调度，严格执行调度指
令，严禁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要压实工作责任，始终绷紧防汛
抗洪防台风这根弦，确保防汛行政责任人、工程巡查责任人、抢
险技术责任人、群众转移避险分包责任人全部到岗到位。

□记者 齐 静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30日，记者从省抗灾救灾与恢复重建指挥

部获悉，我省灾区畜禽无害化处理基本完成。省畜牧兽医局连续
派出工作组赴受灾地区指导畜禽工作无害化处理，组织力量到河
流、水库、塘坝等区域全面搜寻死亡畜禽，及时收集处理，严防
污染环境、传播疫病、流入市场。紧急调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收集车15辆赴寿光帮助收集溺亡畜禽，组织全市9处病死畜禽专
业无害化处理厂24小时满负荷运营，及时处理溺亡动物。对因特
殊情况不具备集中无害化处理条件的，采取挖坑深埋、严格消毒
的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目前已基本处理完毕。

我省抓紧开展水毁工程修复

确保安全度汛
已排查水利工程20569座

山东受灾地区

畜禽无害化处理基本完成

专家指导灾区恢复生产
▲8月30日，由国家、省、潍坊、寿光农业专家组成的灾后恢复生

产指导组在寿光市稻田镇阁后张村了解菜农大棚受灾情况，对下一步农
业生产给出指导建议。农业专家提醒菜农，排水完成后一定不要急于种
植下一茬蔬菜，要将棚室充分晾干，检查好棚体结构是否牢固安全，在
棚体安全的情况下再进行下一茬的种植，种植前一定要进行土壤杀菌。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8月29日，菜农在寿光孙家集街道一处蔬菜大棚忙着侍弄大棚黄瓜
和苦瓜。目前，一些受灾轻微的菜农正在抓紧恢复生产。（□CFP供图）

□记者 齐 静 报道
本报济南8月31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慈善总会获悉，自8月26

日省慈善总会发出“情系灾区”募捐活动的倡议后，全省各级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驻鲁部队、各类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积极响
应、踊跃捐赠，截至8月30日，全省慈善总会系统共接收社会各界捐
款19965 . 66万元，其中省慈善总会接收捐款1725 . 13万元。

针对这次公开募捐活动，省慈善总会第一时间在民政部全
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 “慈善中国”上进行备案，并在民政
部指定的腾讯公益、新浪公益、新华公益、公益宝等网络募捐
信息平台进行项目发布。

此次面向社会公开募捐活动，自8月27日开始，9月30日结
束，省慈善总会指定专门账户，接收社会各界捐赠，保证捐赠款
项专款专用。同时，实行捐款日公示制度，捐赠者的每一笔捐款都
能在省慈善总会官网和“山东慈善”微信订阅号上查询到。

全省慈善总会系统

共接收捐款近2亿元

（上接第一版）“有一个还没满月的婴儿和母亲、姐姐、爷
爷、奶奶被困在家里，急需救援。”梁国桓回忆说，当时车已经
进不去村子，水位已经到了腰部，他们紧急调来皮划艇进村救
援。

梁国桓一边划水一边吹着哨子，被困在家中、屋顶、土坡上
的村民看到民警赶来都激动地大声呼喊。两名民警用竹筏将婴
儿、母亲和其他家人救了出来。婴儿的爷爷得知民警一直都没顾
上吃饭，用满是泥水的双手，颤抖地剥开了一个又一个鸡蛋，一
边流泪一边往民警的嘴里塞。

“当时就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梁国桓说。
8月19日，在青州市邵庄镇的山路上，市民魏风学和家人在

车中被突发的山洪围困，车辆进水熄火，在湍急的洪水中不停地
打转，万分紧急。接到报警的青州市邵庄派出所所长刘建忠在最
短的时间内联系到大型吊车，带领民警驱车20多里山路以最快速
度赶到出事地点，赶在山洪大规模暴发前将5名遇险者全部救
出。

8月19日晚8时许，临朐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求助电话
称，弥河临朐城区段4名河道管理人员提闸放水时，被困河闸上
方平台。临朐县公安局消防大队、城里派出所迅速出警。经过近
5个半个小时的努力，4名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

针对此次险情，临朐县公安局成立120人的防汛攻坚突击队
伍和700人的应急防汛抢险救援队伍，全力以赴投入到抢险救灾
工作中。

全面启动等级巡防勤务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警灯闪烁。灾情发生后，省公安厅成
立抗灾救灾工作专班，专门负责抗灾救灾期间全省搜救抢险、维
护稳定等工作，并以最快速度向潍坊公安机关支援救灾装备物资
2898件，价值约108万元。

全力做好抢险救灾工作同时，我省公安机关全面启动等级巡
防勤务，先后投入警力3 . 7万余人次、出动警车1 . 26万辆次，在重
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网格化巡逻管控，维护受灾地区社会治安
稳定。在水淹区、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点等重点地区设立流动执勤
点，严厉打击盗抢类犯罪。

潍坊市启动一级巡防勤务，组织3000余名警力24小时屯警街
面，抽调3辆特警车、56辆警用摩托车增援灾区，启动“警灯闪
烁”工程；组织240名警力支援配属寿光，按照大村不少于4名民
警带领辅警、小村不少于2名民警带领辅警的标准驻村工作，并
在每处群众安置点部署足够警力。目前，灾区社会治安大局稳
定，刑事警情同比下降17 . 8%。

为确保抢险救灾车辆安全优先通行，省公安厅交管局24小时
指挥调度各地交警部门抗灾救灾交通安保工作。在受灾严重的重
点路口、节点部位，专门安排警力值守，其间，山东共出动警力
18000人次、警车5800台次，疏通道路1600余处，救援受困群众
4200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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