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齐静 报道
本报济南9月5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抗灾救灾与恢复重建指挥

部获悉，受灾地区民政部门开始入村入户核定救助对象，建立台
账，以受灾群众过渡期生活救助和因灾倒损住房为重点，按照
“户报、村评、乡审、县定”的程序，实施规范精准救助。

省国土资源厅组织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2000余处，及时通报
当地政府，采取紧急避让等应急处理措施。省国土资源厅工作组
到寿光、青州、昌乐等地，调研解决灾后重建用地问题。省经信
委围绕灾后重建建材保供工作，召集重点建材企业，共同分析研
判当前建材市场运行态势，研究建材保供措施，下一步将探索搭
建重点建材产品保供服务平台。

记者还了解到，9月4日，我省蔬菜批发价格指数继续回落，
较前一日下降2 . 8%，日环比降幅扩大2 . 4个百分点。

截至9月4日15时，全省共接到保险报案116935件，完成理赔
7944 . 47万元，其中财产险赔付7673 . 39万元；人身险报案件数
达到29件，已赔付23件，赔付金额271 . 08万元。

青岛、淄博、威海、德州4个市政府共向灾区捐赠资金1500
万元。聊城市政府出资200万元采购复合肥350吨、有机肥650吨
支援潍坊灾区。菏泽市政府出资200万元，紧急采购一批被褥运
往寿光灾区。截至9月4日18时，全省累计接收捐赠款物27577 . 47
万元，其中全省红十字会系统接收858 . 97万元、全省慈善总会
系统接收26718 . 5万元。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都镇强

“排水接近了尾声，消防官兵他们
也要撤离了，真心舍不得与他们说再
见。”9月5日下午，寿光市纪台镇孟家
官庄村村民孟美云告诉记者，消防官兵
到来前，村民们用小水泵排除村庄和大
棚里的积水，但水位几乎纹丝不动，心
中焦虑万分。

灾情发生后，除寿光市、青州市、
临朐县等受灾县市本地消防力量外，潍
坊消防支队紧急派出其他队伍赶赴受灾
地区，进行抢险救灾。8月21日下午，
接到救灾命令的潍坊消防支队滨海大队
带着一套远程供水系统迅速赶到孟家官
庄村，随即投入到排水作业中。据滨海
大队士官刘岳介绍，12名官兵到达孟家
官庄村后，在村民们的帮助下，将排水
管铺设好，然后就开足马力，为该村836
个积水大棚排水。他们为了不影响村民
生活，除了值班队员在车内休息外，所
有官兵都在村庄道路上搭建的简易帐篷
内休息。

8月26日，根据现场救灾需要，应
急管理部快速反应，一次性紧急调集山
东、天津、河北、江苏四地救援力量驰
援潍坊抗灾救灾一线。其中，60套远程
供水系统、100余台工程机械以及2万余
件（套）的潜水泵、浮艇泵、机动泵、
冲锋舟艇等应急救援器材，全部投入排
涝救灾。应急管理部同时成立应急抢险
救灾前方指挥部，紧急部署，指挥现场
消防、矿山等专业救援应急力量，全力
投入抗灾救灾，并协助我省抗灾救灾与
恢复重建指挥部做好灾区群众救助等各
项救灾工作。

9月5日上午，在寿光市稻田镇宋家
村，来自东营、烟台、德州三地的消防
官兵正在加紧进行最后的排水。从8月
26日14时30分许到达宋家村至今，东营
消防支队特勤中队8名官兵就一直奋战
在排涝一线，累了就找棵树靠着眯一
会，饿了就随便吃两口应付一下。“我
们有4名今年即将退伍的老兵，虽然已

经到了退伍的时间，但依然坚守在救灾
岗位上。老百姓受了灾不容易，我们争
分夺秒，为的是他们早日恢复生产。我
们苦点累点不算啥。”中队长隋路阳
说。

驰援潍坊灾区后，广大消防官兵视
汛情为命令、视救灾为使命，冲锋在一
线，战斗在最前沿，加快排水、挖渠和
清理淤泥等救援工作，有效应对和处置
各类险情，有力保障了受灾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9月3日下午，在寿光市纪台
镇赵家尧河村排涝点，经过山东消防官
兵8天8夜连续鏖战，村里的大棚积水被
成功排出。官兵们撤离时，赵家尧河村
100多名村民自发在道路两边列队鼓掌
欢送撤场的官兵们。“正是消防官兵与
时间赛跑，才让我们的损失降到了最
低。真心谢谢你们，让我们度过了最困
难的日子！”赵家尧河村党支部书记蔡
元敏说。

除排涝任务外，山东消防救援力量
在潍坊市灾区的31个村庄、14个重点

区域清理淤泥5万立方米，清理废弃物
4000吨，清理道路1268余公里，帮助
2 2 0 0余户受灾群众清理2 2 3 6余间房
屋，清理44处厂房、4所学校；累计转
运沙袋5000余袋、砂石1100余立方，
加固堤坝1300余米，新挖排水沟渠3公
里；防疫消毒5 . 8万平方米，抢救转运
物资1700余吨、牲畜856只。菏泽支队
官兵在排涝中抢救落水群众1名，搜寻
失联辅警1名。

积水退去后，寿光市田马初级中学
校园里留下近10厘米厚的淤泥。临近开
学，学校组织教师们打扫，但淤泥太厚
难以清理干净。正在寿光市抗灾救灾一
线奋战的天津消防总队官兵及时赶来，
清理干净，保证了第二天的顺利开学。
“开学后，不少学生家长都连称想不到
如此干净。”田马初级中学校长李华
说，老师们在上课时都会告诉学生们，
要向消防官兵们学习，做一名不怕困
难、乐于奉献的人。

8月29日，在寿光稻田镇毕家村，

村党支部书记董永强带领村民载着满满
一车的物资慰问正在排水作业的河北石
家庄消防支队官兵。现场指挥员王龙鑫
再三推辞，却拗不过乡亲们的心意。收
下物品后，官兵们当场筹集了700元现
金塞到了董永强的手中。看着手中的
700元钱，董永强感叹：“军民鱼水情
深，消防官兵是最可爱的人。”

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一件件被
汗水、泥水浸透的消防服，一个个疲惫
的身躯，一台台轰鸣的远程供水系统，
消防官兵们奋战的身影让当地群众为之
动容。有的群众自发包起了水饺，为的
是让辛苦的战士们吃顿热乎饭；有的悄
悄送来了花露水，为的是让露宿的战士
们减轻被蚊虫叮咬的痛楚；有的群众骑
着三轮车到了排涝点，为的是让来回奔
波的战士们少跑几步路；还有七八岁的
儿童跑到救灾现场，只为在给战士们送
水喝的同时鞠躬致谢；还有80多岁的村
民让家人搀扶着到排涝点，只为亲自道
一声感谢……

山东天津河北江苏四地救援力量在潍坊灾区奋战十余天

视救灾为使命 战斗在最前沿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9月2日晚8点，查看完孟家村排水情
况，寿光市纪台镇党委书记刘玉玲赶回
抗洪救灾指挥部。看完党政微信群里的
排水进度，发出几条指令，时间已是30
分钟后。吃着土豆丝卷饼，就着咸菜
条，刘玉玲接受了记者20多分钟的采
访。这次采访是在中午11点约好的。晚9
点6分，接到开会电话，刘玉玲随即赶往
会议地点。

当天，龙凤双胞胎儿女大一开学，
刘玉玲只发了个送别短信。前几天儿子
来到纪台，看到了穿着雨鞋正在救灾的
妈妈。自从出现灾情，她一直靠在第一
线，吃在现场，睡在办公室。“责任，
让我们全力以赴。大灾面前，我们更要
担当，冲锋在前，做百姓的主心骨。”
刘玉玲说。

早在8月13日，受“摩羯”影响，纪台镇

部分村出现内涝。因积水无法及时排出，
孟家官庄村村东湾塘南的村民李伟家外
墙水位不断上涨，家中可能进水。镇村干
部连夜采取措施，上大功率水泵排水，抽
了近5个小时水后情况有所缓解。村总支
书记在微信群汇报这一情况时，刘玉玲回
复：“有任何需要我协调的随时汇报，我在
党委。”那时已经凌晨两点。第二天早上的
全体机关干部会上，李伟闯进会议室喊：

“我找刘书记，我家房子快塌了，很危险！”
刘玉玲说“我马上过去”，立即到达现场指
挥排水。

在台风过境的几天里，刘玉玲24小
时驻守镇党委，许多次紧急情况都得到
及时处理。

8月19日晚，洪峰到来之前，刘玉玲
不停地在全镇各村之间跑，连续发了六
条语音部署应对措施。

先后遭遇台风“摩羯”“温比亚”
重创，纪台境内弥河、尧河、丹河河流

暴涨，地下水位接近地平面。“站不住，
坐不下，心疼，心焦。我就是走，不断走，巡
查，巡查，全力解决问题。”提起当时的状
态，刘玉玲哑着嗓子说。

据统计，在抗洪的日子，纪台镇干
部十五天中只回家两次拿换洗衣物。从8
月14日丹河堵坝到8月19日暴雨倾注，每
晚最多睡2小时。每人每天出发去一线，
口袋里装上一盒润喉片。

“我们就像是解决问题的机器，不觉
得饿。喝瓶矿泉水，一天也不排尿。”刘玉
玲说，当时纪台镇一片泽国，压力非常大，
仅靠本镇的力量难以将水排出。

关键时刻，救援力量来了。8月26日
晚9点50分，寿光市委常委、圣城街道党
工委书记马焕军在纪台中心社区召开全
镇抗洪排涝工作调度会，将16项工作一
一部署落实。次日凌晨，纪台镇抗洪救
灾指挥部成立，前来支援的30名圣城街
道机关干部、20名化龙镇机关干部以及

纪台镇142名机关干部，全部集合到位。
上午8点，按照小组分工，约200名机关
干部和2000余名消防官兵紧密配合，全
部到达一线。

指挥中枢高效运转，纪台镇排水减
涝全面展开。一辆辆大功率消防车风驰
电掣开往全镇10个受灾排水点，一队队
橙色突击队马不停蹄奔赴群众最需要的
地方。8月28日下午，308国道丹河渠挖
通，大棚区抽出的水迅速涌入其中，流
入丹河。

“外援起了关键作用。”刘玉玲
说，“我们挺住，百姓也就挺住了。”

目前，纪台镇地面存量水基本抽
完，一部分大棚正在晾晒，一部分已经
定值茄子、辣椒等菜苗。

经历洪水，刘玉玲对灾情进行了深入
思考。纪台镇将依据地势和生产的模式，
对大田水利设施长期规划，因地制宜引导
群众园区化建棚，带动设施蔬菜升级。

寿光市纪台镇党委书记刘玉玲坚守抗洪一线———

“责任，让我们全力以赴”

促和谐保平安 助力重建家园
山东公安机关全力维护灾区治安秩序平稳

□记 者 李子路
通讯员 刘贵增 陈永刚 报道

本报济南讯 9月4日，青州市公安
局东夏派出所民警刘鹏程在司家村发现

一处坍塌的姜井仍未填埋。刘鹏程立即
和警务助理一起，对井口进行了处理，
并设置了明显的警示标志，防止坍塌的
姜井造成二次危害。

同司家村一样，东夏派出所辖区内
许多姜井在积水浸泡下，出现了坍塌、
沉陷的情况。针对这一情况，东夏派出
所发挥警务助理人熟、地熟特点，挨家
挨户上门进行安全宣传，引导群众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抢救井内物资，督促尽
快填埋，消除安全隐患。

据了解，潍坊等地遭受洪灾后，山
东公安机关紧急驰援，坚持抗灾救灾与
维护灾区社会治安稳定同部署同推进，
针对灾区治安防控特点，科学制定打防
管控措施。全面启动社会面等级巡防，
在寿光等受灾严重地区启动一级巡防，
屯警街面，对重点部位、重点区域开展
网格化巡防，最大限度地提高见警率、
管事率。在寿光、青州、昌乐等受灾地
区设立驻村便民警务站，按照大村4名
民警带领辅警、小村2名民警带领辅警
的标准进村，会同驻村党政工作组，
开展治安巡逻、服务群众、矛盾纠纷
排查等工作。其间，便民警务站排除
安全隐患6 8 0处，妥善处置涉灾警情
113起。各地警务助理随警联动，积极
参与分片包靠、交通秩序疏导，加强

村居、社区治安巡防。据统计，寿
光、青州、临朐、昌乐四县市的3177
名警务助理，在抗洪救灾一线参与矛
盾纠纷化解1200余起、收集信息2600
余条、参与处置警情1900余起，治安
巡防9800余次，积极维护灾区社会治
安稳定。

潍坊等地公安机关严密防范、严厉
打击趁灾盗窃、抢劫、诈骗、造谣、哄
抢公私财物等涉灾违法犯罪活动，保持
严打震慑态势。他们加强网上公开执
法，依法处置网上虚假和不实信息，依
法刑事拘留3人、行政拘留3人、教育训
诫28人。同时，全力维护道路交通秩
序，确保救灾道路畅通和灾区道路安
全，疏导交通拥堵点段220余处，分流
车辆3 . 42万辆。

据统计，8月20日以来，山东公安
机关共打击涉灾违法犯罪32起、化解
聚集事件47起，灾区刑事警情同比下
降34％、治安警情同比下降10 . 6％，
保持了灾区社会治安的持续稳定，为抗
灾救灾和灾后重建营造了良好社会环
境。

受灾地区民政部门

开始核定救助对象
我省蔬菜批发价格指数继续回落

□记者 赵小菊 通讯员 郑茂霞 常凯 报道
本报济南9月5日讯 记者从省审计厅获悉，为确保抗灾救灾

资金物资拨付到位，受灾群众得到精准救助和救济，省审计厅已
经组织全省审计机关迅速开展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资金物资跟踪
审计工作。

对于潍坊、东营、济宁、菏泽等受灾较重的地区，省审计厅
要求当地审计机关统筹谋划各阶段各环节工作重点，在当地抗灾
救灾总体工作安排下，细化措施，明确责任，确保跟踪审计有力
有序有效。

为了把审计力量用在刀刃上，省审计厅部署各级审计机关务
必突出审计重点，关口前移、提前介入，对财政和社会捐赠资金
物资的筹集、分配、拨付、使用和效果，以及灾后重建和惠民政
策落实情况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增强审计时效性；重点查处滞
拨滞留、随意分配、优亲厚友、损失浪费、挤占挪用，以及其他
侵害灾区群众利益的问题；揭示抗灾救灾工作中作风不实、责任
落实不到位、敷衍塞责等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以及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对审计中发现的违规问题，督促有关部门
单位及时整改。

为保证审计效率和质量，针对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时间紧、
任务重、涉及面广的特点，省审计厅要求市、县审计机关本着监
督与服务并举的原则，进一步改进审计组织方式，创新审计方
法，强化质量控制；下移工作重心，按照救灾款物的流向，把审
计力量重点向基层的乡镇村户延伸；通过审计监督，早发现、早
建议、早整改，促进建章立制，规范救灾资金物资的管理使用，
发挥救灾款物的最大效益，规范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管理，促进灾
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落地生根。

我省展开

抗灾救灾跟踪审计
对捐赠资金物资惠民政策落实全程跟踪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葡萄出新芽了，看着多舒服！”9月1日，在位于青州市王
坟镇的百纳城葡萄种植基地，60岁的李文平告诉记者，最近一段
时间，他和100多位村民一直在进行生产自救，把被洪水冲倒的
葡萄藤重新绑在铁丝上，搭起葡萄架，如今看到救起来的葡萄，
打心眼里高兴。

王坟镇地处山区，强降雨导致山洪暴发，冲毁了百纳城葡萄
种植基地的700亩葡萄，西园区最严重有450亩，一眼望去，全部
倒伏，支撑葡萄藤的水泥杆或被连根拔起或从中间断裂，全部倒
在地上。这个时节，树上挂着的葡萄颗粒正逐渐成熟，但有的葡
萄已经烂掉，有的颗粒掉在地上已不能食用。

“虽然今年的酿酒葡萄一颗也收不到，损失超过3000万元，
但是不能放弃，现在抢救及时，来年还有希望。”山东百纳城酒
庄葡萄酿酒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兆旭说，“作为一家吸引贫困村劳
动力就业的扶贫企业，我们站起来，才有力量继续扶贫。”

然而，恢复一个园区，有时比新种葡萄难度还要大。要想恢
复生产，首先得把水泥杆扶起来，让葡萄回到葡萄架上。听到这
样的消息，附近的腰庄、田庄、大峪口、郭庄村的村民，纷纷回
到种植基地“扶”葡萄。排涝、清淤、修理……

功夫不负有心人，近几日，被扶起来的葡萄藤不断发出新
芽，让刘兆旭和村民们看到了更多希望。

记者还在现场看到，洪水卷来的大量泥沙，使种植基地的地
面提升了10至15厘米。刘兆旭告诉记者，这让他一直发愁，不知
道如何处理，直到8月31日，青州市妇联带着上海来的农科专家
来到种植基地，给他送来了急需的土壤改良剂。

刘兆旭说，“专家特别提醒，要在土壤硬化前，用旋耕机打
一遍。他们带走了土壤样品，等化验之后，再告诉我们改良剂的
用量和方法。有了这些技术指导，我们对生产自救更有信心。”

“我们站起来，

才有力量继续扶贫”

□记者 吴荣欣 常青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省交通运输厅按照省抗灾救灾与恢复重建指挥

部部署要求，日前从全省抽调60名桥梁、路基、路面设计方面的
专家，由省交通运输厅领导带队，赴潍坊寿光、青州、临朐、安
丘、昌乐，指导水毁公路、桥梁恢复重建工作。

据悉，60名设计专家将根据灾区公路桥梁恢复重建需要，分
片、分区进行帮包，对水毁路基、路面和桥梁恢复重建工作进行
技术支持，推进公路桥梁恢复重建规划方案编制和修复恢复工程
施工进度。

60名专家赴潍坊指导

公路桥梁恢复重建

潍坊市公安机关民警深入棚区帮肋群众排水自救。（□张依盟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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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都镇强 报道
广大消防官兵冲锋在一线，战斗在最前沿，夜以继日加快排水、挖渠和清理

淤泥等救援工作。消防官兵们奋战的身影让当地群众为之动容，群众自发包起了
水饺，送来了西瓜……

为了最可爱的人

救灾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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