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寿光8月14日讯 今天，正在寿光指挥抢险救灾工作的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书坚，先后到丹河羊田路段、弥河张僧河段、羊
口镇弥河分流北坝、羊口新区双语学校安置点和部分积水严重的村
庄、蔬菜大棚等，现场检查指导抢险救援、堤坝巡查、群众安置、排
水排涝等工作。

王书坚指出，尽管目前洪水水位逐渐下降，但抢险救灾依然是首
要任务，必须全力以赴，加快抢险进度。要进一步加大河道安全巡查
力度，严格落实责任，全面排查隐患，发现问题迅速处置，避免发生
新的险情。要精心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切实保障好群众生活，强
化医疗服务和心理辅导，听取意见诉求，做好思想工作，防止急于返
回危房造成伤害。要扎实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做到洪水退去一片、防
疫跟进一片，确保灾区不发生疫情。要科学制订方案，统筹调度力量
和资源，千方百计加快受淹村庄、蔬菜大棚等排水排涝，促进灾后恢
复生产。

王书坚在寿光检查指导
群众安置等工作

□记者 申红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8月14日讯 今天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经初步统

计，台风“利奇马”造成章丘区农田受灾面积32万亩、畜禽伤亡1000
余头（只）。目前该区正在科学细致地抓好灾后重建。特别是对暂时
仍无法回村居住的群众，继续保障好食品、药品、饮用水、被褥等生
活物资，稳控和疏导好大家的情绪。

目前由济南市住建部门牵头，正在对受灾村庄进行房屋安全评
估，排查落实好住房的安全性，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及时组织维修
加固；环卫部门牵头调集足够的人员、机械，和群众一起，全面清理
垃圾、淤泥等，搞好环境卫生整治；卫生部门牵头做好全域大面积药
物消杀，防止出现疫情；各镇街牵头做好受损道路、桥涵等村内基础
设施维修工作。

加快水毁工程重建。按照先急后缓、特事特办的原则，进行各项
水毁工程的重建。积极组织生产自救。章丘区农业农村局正在积极做
好灾后的技术指导和服务，帮助和指导群众通过疏浚排水管沟、使用
排水设备等抓紧排出农田积水，减少内涝和病虫害的影响。对因灾死
亡畜禽，做好无害化处理。对确实出现损失的，及时做好农业保险的
定损和兑付，最大限度降低经济损失。

以科学的态度做好规划设计，根据本次灾情暴露出的规划建设问
题，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河道、桥梁、道路、市政设施等方面，建立问题台
账，找准原因症结，开展一次全面的规划论证。规划确定后，按照先急后
缓的原则，积极推进，有效落实，从根本上将安全隐患降到最低。

济南章丘区科学细致
做好灾后重建

□ 本 报 记 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李明泽 徐淑磊

14日凌晨，当记者到达淄博市桓台县
马桥镇杏花河与小清河闸口，应急防汛人
员彻夜值守，此刻仍是灯火通明。

200多名应急防汛人员连夜抢装了1万
只沙袋，防范河水倒灌；来自桓台水利、应
急管理、环保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则紧盯河
流水情，检测水质，为制订科学、高效的防
汛强排方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利奇马”来袭，马桥镇多个村庄及
企业出现严重内涝。为尽快恢复生产生
活，桓台各界党员干部群众鼓足干劲，人
人争先，社会各界的关怀从四面八方汇聚
于此，让受灾群众感受到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的温暖。目前，马桥镇已安全转移群众

1 . 1万余人。
为科学有效解决马桥镇内涝问题，按

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成立了省市县
三级抢险指挥部，淄博市委副书记、市长
于海田任副总指挥。在马桥镇，指挥部一
行登上冲锋舟，深入积水严重区域，详细
了解抢险救灾情况，并在马桥镇政府召开
抢险救灾碰头会。

14日早晨6时许，记者看到，来自淄
博、烟台、威海等地的二十多辆消防救
援车穿梭在马桥镇各个受灾地点。一个
小时后，在马桥镇金诚路上，记者遇到
了先期抵达的淄博消防、枣庄消防指战
员，而在通往马桥镇的各条主干道路
上，来自周边地区的消防救援力量也正
驰援马桥镇。

河水倒灌，最牵动人心的是百姓安

危。在镇村干部、公安民警、消防指战员
及社会救援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内涝较为
严重的三马社区、辛庄社区、金诚社区等
社区的近6000名群众已经全部完成疏散安
置。马桥镇政府配备了五辆大巴车，用来
转移群众，每辆车上有2至3名干部，做信
息登记和安抚工作。

14日上午，天已放晴。记者来到桓台
县马桥镇会议中心，这里安置了400余名
群众，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马桥镇东圈
村村民齐凤兰刚刚吃过午饭，正和邻居拉
家常，她已经在这里住了3天了。“今天
中午吃的丸子汤，镇上送来了热水热饭，
顿顿吃得好，吃得饱，还有医生给看病，
有志愿者来帮忙。”齐凤兰说。

饭后，在安置点内，马桥卫生院副院
长郑念刚给村民检查身体，他们每天安排

两名医师、一名护士和两名防疫人员进驻
安置点，为村民提供健康义诊、卫生清
洁、蚊虫消杀等服务，同时，设置了绿色
通道，确保急症、重症群众第一时间送到
卫生院治疗。

当下台风已过，受灾村庄雨水逐渐退
去，气温回升且天气潮湿，易滋生疾病媒
介生物，卫生防疫工作迫在眉睫。目前，
桓台卫生健康系统成立的15支灾后卫生防
疫防病应急小分队已经全体集合，奔赴各
镇开展卫生防疫、防病指导和健康宣传教
育等工作。同时，各医疗卫生单位严格实
行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传染病疫情监测
和研判，重点做好霍乱、痢疾、伤寒、手
足口、肝炎、出血性结膜炎等重点传染病
的监测和上报，确保无重大传染病疫情发
生。

险情面前展现大勇担当
台风“利奇马”停止编号后，山东各地、各部门全力以赴应对，抢险救灾有条不紊，修复重建不等

不靠，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百姓群众干劲十足。

奔走在灾区一线采访的大众日报记者，看到最多的是温暖有力的动人瞬间，听到最多的是全力以赴

抢险救灾的紧迫心声，感受最深的是重建美好家园的坚定信心。

星夜探访灾后马桥镇
积极自救，外地驰援，桓台县马桥镇科学有效应对内涝问题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8月14日，昌乐县鄌郚镇、杨庄社区书记秦
文博如释重负地告诉记者，白浪河的水位已经恢
复正常了，他也开始忙着指导村民投入灾后重建
中。

两天前，记者跟随秦文博来到位于昌乐县鄌
郚镇的白浪河王家河洼桥。去年，白浪河王家河
洼老桥被洪水冲垮。昌乐县高标准重建了这座
桥，并将白浪河河堤进行了加固，两侧修建了高
标准的河堤路。在这次抵御台风中，秦文博将这
座新建的大桥作为抗灾巡视重点，“新建的大桥
质量好，桥孔增大了，加之河堤加固了，降水虽
高于去年同期，而且上游也有树木漂浮过来，但
依然排水顺畅，经受住了台风的考验，帮了我们
大忙。”

有了去年抵御台风的经验教训，秦文博所在
的鄌郚镇在台风来临前就做好了备战准备。8月
11日凌晨4点，王家河洼桥南侧200米处的干渠出
现了6米的溃口。秦文博与40名党员干部填沙
袋、扛沙袋，奋战2个小时将溃口堵住。“你看
看，咱党员干部身上都成了‘泥猴’了，只要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保住了就好。”秦文博拿出手机
给记者翻看抗灾时的照片。

灾后重建工程不仅在白浪河王家河洼桥经受
住了考验，在昌乐县宝都街道尧沟片区，今年5
月底刚完工的灾后重建农田排涝工程在洪水面前
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昌乐县宝都街道尧沟片区，由于地势低洼，
被当地群众称为“西大洼”。受台风影响，片区
内不少大棚遭遇了进水。大棚里的水排得如何
了？在宝都街道尧沟片区的孟家庄近700亩地的
大棚区域，记者看到在一南北走向的生产路东
侧，一条挖好的沟渠正在排水，不少大棚内积水
已经排完。村党支部书记孟祥全指着沟渠说：

“多亏了这些沟渠。再过几天，水彻底排完后就进入补苗或抢种阶段
了。”

孟祥全所指的沟渠是昌乐县在今年5月底完工的灾后重建农田排
涝工程的一部分。仅宝都街道的农田排涝工程就涉及了53 . 3公里的排
水沟，以及9 . 75公里尧河、猪龙河河道疏浚，新建各类桥梁、进地涵
600余座。由于孟家庄紧挨着东西走向的铁路，沟渠无法挖到铁路北
侧。于是，当地则建设了有四台大马力抽水泵的铁路南泵站，每小时
排水7200立方米，同时还设立了3台移动泵站。

“雨刚停，我们就将这个泵站的四台水泵全部作业，3台移动泵
站也都运转起来。8月15日，基本就能把大棚内的表面积水排完
了。”村党支部书记孟祥全告诉记者，多亏了灾后重建农田排涝工程
的建设使用，菜农们的损失才能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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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张依盟 刘磊 李剑桥 贾瑞君
李明 统稿：魏然 赵君）

□新华社发
干群同心、

各方协同、八方
合力，齐鲁儿女
连 续 奋 战 不 停
歇，全面高效投
入到处置险情、
灾 后 重 建 工 作
中，众志成城打
赢抢险救灾这场
硬仗。这是8月
14日，抢险救援
人员在运送抢险
物资。

□记者 石如宽 王世翔 报道

菜农义工志愿服务奔波忙
8月13日中午，寿光市纪台二中食堂，纪台镇王府村菜农吕秀凡

（左三）招呼着大家吃饭。12日，她家大棚的积水排完后，吕秀凡就
报名参加了义工组织。当天，义工们不仅在纪台二中安置点服务，还
前往羊口镇杨庄小学安置点、台头镇安置点进行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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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家园保住了！下游临港工业园十几
家企业保住了！”8月13日16时许，经过5个多小时
的奋战，弥河羊口段溃坝的重大险情终于排除，
青岛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长虞宏伟和队员们都
松了一口气。记者了解到，虞宏伟年近花甲，还
有一个月就退休了，但面对险情，他仍和年轻队
员一样冒雨坚持战斗。

10日，寿光降下特大暴雨。根据省公安厅命

令，全省紧急调动省公安厅特警总队和济南、青
岛、烟台、威海、日照、临沂、东营共8支特警队
伍1600名公安特警驰援寿光灾区。

12日18时30分，青岛特警支队全体参战人员赶
到羊口镇，冒着大雨到坝体踏勘。13日11时许，
在堤坝徒步巡查时，发现23号涵洞周边坝体受流
水冲击土壤溃散，与涵洞下埋水泥结构逐渐脱
离，塌落成一处长5米、宽3米的豁口。

“情况非常危急，咕嘟咕嘟冒水，形成一
个巨大的漩涡，四周不断坍塌，如不及时处
置，随时有溃坝风险。”虞宏伟迅速组织警力
封堵管涌。看到支队长身先士卒、冲锋在前，
队员们的战斗激情被点燃：填装沙袋，扛在肩
头，71人组成传送带，源源不断地封堵溃口。
经过半小时的奋战，终于最大限度防止了坝体
夯土继续塌陷。

71人特警传送带堵住溃口

滨城区是滨州市受灾最严重的县区。8月14
日，记者在滨城区采访时发现，全区的灾后生产
自救工作正积极有序推进。

在滨城区梁才街道，记者看到，田间地头，
街道干部正组织机械人力开挖、加宽、加深泄水
沟，将田间积水导入干渠；黄河八路沿线企业，
员工在清理有积水的厂房，检修和保养设备，逐

步恢复生产。“目前部分水毁公路已恢复畅通，
正在抢修的也设立了标识标牌，供电供水基本正
常。”街道办主任宫承祥说。

滨州国昌黄河生态园的13个大棚全部进水，工
人正在清理涝死的豆角。经理张齐文告诉记者：“生
态园345亩地全部被淹，损失巨大，2台水泵排了2天
多基本排完。下一步做些补救工作，减少损失。”

截至今天，滨城区水利部门提前全部开启境
内10条骨干河道上的15座闸坝和各河道排水涵
闸，做到沟沟相通、排水通畅；供电部门投入应
急抢修队伍18支，辖区内5条10千伏停运线路已全
部恢复送电。为保障通信网络畅通，滨州移动累
计出动抢险人员1736人次，目前还有近百处基站
在抢修中，预计将在两天内恢复。

灾后生产自救工作积极有序推进

8月14日，看着天已有放晴迹象，广饶县陈官
镇东齐村村民齐明华脸上露出些许轻松神情。他
边看着自家麦堆周边的“防水墙”，边打电话联
系收购商，想着两天前发生在这里的事，心里依
然暖暖的。

齐明华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他一直以收购
粮食为主业，今年小麦收获时，因为质量比较
高，他一口气收购了30多万斤小麦，就堆放在离

家不远的村东北角一块水泥地上，想等价格高点
时再出售。“没想到‘利奇马’威力这么大，存
放小麦的地势不是很高，一旦进水，将造成30多
万元直接损失。”

11日早上8点，麦堆周围水位已有十几厘米，
齐明华赶紧招呼家人、邻居装沙袋筑围挡。中午
时分，正在村内巡查的村三队小队长齐庆华得知
这一情况后，立即向村委作了报告。一直在村委

会值班待命的部分党员群众，赶紧带上铁锨、编
织袋往麦堆方向跑，附近的群众也闻讯赶来，投入

“保护小麦”战斗中。大家一干就是三四个小时，终
于在麦堆旁边用沙袋搭建起一圈“防水墙”。

由于抢险及时，30多万斤小麦转危为安。
“如果没有大家的及时帮助，我这大半年的努力
全完了。实在太感谢大家了！”齐明华感动地
说。

暴雨中，30多万斤小麦保住了

8月14日11点，记者到达淄博市张店区金宝岛
办公楼，看到电梯维保工刘宏祥和工友正从电梯
井一桶一桶地往上淘水。询问得知，他们已经在
水里泡了2个小时。

“电梯井低洼，一旦进水，便会成为‘水
井’。若不立即进行排水处理，轻则影响电梯使
用寿命，重则导致电梯坠梯，甚至伤及乘客。”

刘宏祥抹了把汗说，“现在水多，泵少，拿桶也
得往上淘。”为了修好一台电梯，刘宏祥和工友
要来来回回爬100多层楼梯。

电梯井彻底排水后，刘宏祥又用抹布仔细地
将器械全部擦拭干。“底坑进水后极易漏电，电
流会直接传到轿厢，乘客乘坐电梯时会有触电风
险，所以必须擦干。”

台风来袭，因底坑渗水、机房进水等原因造成
电梯损坏停运的情况多了起来。11日起，刘宏祥和
50多个工友全部保持24小时手机开机，全天只休息
三四个小时。即使半夜两三点钟正睡觉，一个电话，
他们也会立马起床赶赴现场。“时间越长隐患越多，
拖不得，等不了，得加紧干。”刘宏祥边说边招呼正
在进行收尾工作的工友，又赶往下个故障点。

为修一台电梯，来回爬100多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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