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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贾瑞君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宋 萍

“大爷，这饺子和鸡蛋还热乎，赶紧趁热
吃……”8月10日，超强台风“利奇马”来势
凶猛，一路携风裹雨。利津县汀罗镇创业库负
责人毕景珍和几名志愿队员顶风冒雨为六一村
贫困户于汝振送来亲手包的饺子。送完了这
家，他们又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向下家，风雨中
一个个逆风而上的身影，拼凑成一个小镇的温
暖屏障，也汇聚着全镇上下战胜台风的磅礴力
量。

“当时看到兄弟姐妹们为抗击台风作出的

努力，深受感触，心想也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虽然一线工作自己帮不了忙，但可以做后
勤保障，于是就联系镇妇联商量着为贫困户配
送午餐。”毕景珍说。据了解，在此次抗风防
汛中她积极联系该镇妇联，无偿提供场地，包
饺子用的原材料、鸡蛋、打包盒等物资。汀罗
镇党委也及时组织青年志愿者、巾帼志愿者30
余名，为贫困户准备并配送爱心午餐，日均送
出爱心午餐70余份，让贫困户感受到党委政府
和社会各界的温暖。

从洗菜、煮饺子到挨家挨户地给贫困户送
饭，这一切都是志愿者们亲自动手。“我们的
想法很简单，只是想以妇联的身份将这份温暖

传递出去，让大家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怀，只
要台风影响没消除，我们就会把这个工作一直
继续下去。”汀罗镇妇联主席杨明玉一边说着
一边将饺子装在打包盒里，准备出门为贫困户
送去他们的爱心午饭。

“尽管这场台风肆虐，外面也被吹得七零
八落。但是政府一直记着我们，实在是太感谢
了。”今年70多岁的于汝振老人独自一人在
家，当他吃着热乎乎的水饺时，感动得热泪盈
眶。

汀罗镇的雨水似乎是从四面八方降落下
来，哪怕是撑着伞穿着雨衣，依旧浑身湿透。
然而当饺子送到一户户老人面前，打开餐盒

时，扑面而来的暖意和老人眼角的笑容，让这
台风天温情满满。

台风无情，汀罗有爱。巾帼志愿服务队配
送爱心午餐只是汀罗镇开展防汛救灾工作的缩
影。在党员干部广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时，该
镇团委、妇联、网格化管理服务中心等群体组
织、部门单位，积极动员广大青年、妇女和网
格员的力量，加入到防汛救灾工作中，自发为
前线队伍、村内贫困户、困难群众送去饮用水
和食物，提供救灾后勤保障，密切配合镇村各
级防汛救灾工作，进一步壮大工作队伍，充实
工作力量，凝聚起了干群同心防汛救灾的强大
合力。

□记者 王晶 通讯员 荆栋山 报道
本报东营讯 8月11日晚9点，东营市河口

区北部的新户镇风雨交加，海区阵风北风8级
以上，最大风速达33 . 3m/s（十二级），海上
潮水位3 . 5米，超过红色警戒水位3米标准。风
雨中，东六合村北侧的隆翔和村集体防潮坝溃
坝300多米，数千亩养殖池受损。受上游客水
大量涌入及下游高潮位顶托，沾利河水位暴
涨，水面与河道平齐，随时有漫过两侧河坝的
危险，沾利河东侧的东六合村村内居住的187
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东六合村位于新户镇北部沿海地区，西临
沾利河，南临生态河，东临黄河故道，北侧是

大面积的盐田和虾池，地势低洼，极易在台风
和风暴潮来临时遭受损失。最近的1997年8月19
日至20日，受11号台风引发的大海潮影响，整
村全部被淹，倒塌房屋300多间，村内损失惨
重。经过多年努力，才逐渐恢复元气。

晚11点，接到镇上关于村民转移的指令
时，东六合村支部书记王云龙正在村内查看灾
情。从8月9日在镇政府参加完预防9号台风
“利奇马”会议后，这几天他一刻也不敢耽
搁，成立了以村两委和党员为骨干的16人抗灾
救灾应急队伍，对全村逐街逐户排查；第一时
间联系机械设备，梳渠排涝，打开水闸，做好
泄洪准备；紧急通知在村北从事养殖的散养户

和打工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
王云龙第一时间在村内微信群发了信息，

要求村民马上准备撤离，在河口城区和新户驻
地有住房或亲属的投亲靠友，年龄大行动不便
的马上到村文化大院集合，乘坐早就准备好的
公交车统一撤离。微信没有回复的，他又组织
村两委分户通知。由于22年的时间里，村内没
有受过大的海潮影响，村民们大都抱着侥幸心
理，不愿意顶风冒雨地半夜搬家。水位还在上
涨，撤离也遇到了难题。

王云龙又和村两委一起，挨家挨户做工
作。特别是一对74岁的徐姓老人认为没有必要
转移，甚至锁上了大门。王云龙又想办法联系

到了老人的子女和亲属上门劝说，最终老人打
开大门，王云龙亲自将老人背到车上拉到村文
化大院暂时安置，随后老人同其他村民一起转
移到14公里外的新户镇中学集中安置点。

至12日凌晨1点左右，村内常住人口187人
全部转移，46人转移至新户镇集中安置点。同
时，在周边企业务工的20余名外村务工人员和
12名四川彝族群众也一并安全转移。这边群众
的安全得到保障了，那边王云龙自家养殖基地
防潮坝决口300多米，造成1400多亩盐场、2000
多亩虾池受损。看到群众都安全撤离，他欣慰
地说：“只要村里老百姓安全了，我损失一点不
碍事。”。

□记 者 李明
通讯员 赵秀来 报道

本报东营讯 8月11日晚，受9号台风“利奇
马”影响，东营火车南站临时封闭，由北京开
往东营南站的K1785次列车运行至滨州站后停
运，东营市300余名旅客在滨州站集体下车，由
滨州转乘旅游大巴到东营汽车总站，急需紧急
疏运。

在滨州到东营的运送过程中，东营市交通运
输局接到交通广播和部分旅客求助信息，高度重
视，立即启动旅客应急疏散预案。东营市交通运
输局紧急调用2辆救援车辆和5辆应急疏散车辆，
组织东营市交通运输局、东营区交通运输局出动
应急救援人员8人，提前赶到东营汽车总站，做
好对旅客进行紧急疏散和转运准备。在旅客到达
后，第一时间进行了紧急疏导和转运护送。对于
92名因无人接送、无法回家、急需救助的旅客组
织了护送。

经了解，旅客分别住在东城、西城及垦利区
等，人员较多，居住分散，为确保他们及时、安
全回家，东营市交通运输局安排应急疏散车辆，
自8月11日23时30分至8月12日3时10分，顶风冒
雨，克服严峻路况，经过近4个小时的奋战，最
终将92名旅客全部安全疏运护送回家。

□记 者 贾瑞君 李广寅
通讯员 宋成峰 报道

本报东营讯 8月10日开始，受台风影
响，东营区风雨交加，8月11日下午4点，史口
镇的降雨量达到400毫米以上。狂风暴雨中，
一抹紫色的身影却在逐风雨前行，为群众撑起
了“保护伞”。

11日下午5点钟，史口镇刘一村网格员曲
海云身穿紫色的网格员服装在冒雨巡查辖区网
格情况。从早上八点开始到现在，她已经连续
巡查了近十个小时，依然不敢有一丝放松警
惕。

在村内残疾老人明爱秀家走访期间，曲海
云在询问老人房屋是否漏水、家中备的食物够

不够吃的同时，不时在屋里转悠帮助老人查找
风险点。“家里没有漏水的地方、也有吃的，
就是小菜园排不出水去，俺担心种的菜全都淹
了。”老人说。曲海云听后，二话没说便拿着
铁锨冒着小雨为老人的菜地开挖排水沟。

“先不忙这个事儿，等雨停了再弄也来得
及，进屋喝点热水，别冻感冒了。”看到曲海
云冒雨为自家挖水沟的情景，明爱秀老人止不
住地在一旁关心。在积水排出后，曲海云不顾
满身泥泞，嘱咐老人注意安全后便急忙出门又
继续投入到巡查工作中去了，老人给她倒的水
却没来得及动。

无独有偶，在台风来袭的8月10日，南四
村网格员盖红艳和村“两委”成员多次到84岁

空巢老人魏香令家中走访，查看是否有房屋漏
水、院子是否有积水等情况。

11日中午，担心老人自己在家做饭不方
便，盖红艳又冒着雨为老人送去了午饭。“你
冒着雨，一天往我这里跑好几趟，还给我送吃
的，自己可一定要注意安全。”老人激动地拉
着盖红艳的手，眼睛里的泪花旋转着。

风雨中，史口镇新镇区同样发生着暖人的
故事。11日中午，史口镇新镇区中网格员张海
英冒雨巡查小区情况，由于大风及长时间使用
影响，张海英手中的伞已经损坏，身上的紫马
甲被雨淋透，满身泥泞。

在张海英冒雨来到27号楼2单元巡查时发
现，101住户的排水管不畅，雨水顺着车库上

的露台一直往外溢，张海英见状立即联系物业
并在原地等候，10分钟后维修人员赶到现场，
她和维修人员冒着大雨对排水管进行了及时疏
通。看着浑身湿透的张海英，101户业主忍不
住哽咽：“赶紧回去换衣服，别生病了。我们
安全了，你也要好好的。”

风雨中，史口镇70余名“紫衫军”分散在
辖区各个角落护民周全。截至8月12日，史口
镇辖区累计收到上报各类事件1430余起，处理
下水道堵塞、树枝折断、设施损毁等突发事件
650多件，入户走访特殊群体约270余户，协助
转移群众73人，着实为受灾群众撑起了“保护
伞”。

风雨中,“紫衫军”为群众撑起“保护伞”

台风无情，汀罗有爱

疾风骤雨中，他转移了187名群众

□ 本报记者 贾瑞君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刘 青
本报实习生 崔向明

“这是在村里值守三天以来，最抵人心的
美食。这风雨中的暖心菜饼，版权属于梯门村
村委会的农家大嫂……”8月12日中午，广饶
县陈官镇机关干部孙玉森在微信朋友圈发了这
样一个动态。当天，正是台风“利奇马”登陆
山东的时刻，孙玉森和他的两位同事一起在该
镇梯门村值守，和村干部一起发动村民迎战台

风。吃午饭的时候，村里的农家大嫂专门为他
们烙了菜饼，吃着可口的菜饼，孙玉森忍不住
发了一条朋友圈炫了一下，迎来微信好友的
“疯狂”点赞。

为应急值班人员烙菜饼的农家大嫂，名叫
张国红，今年50岁，是梯门村村委委员、村妇
联主席。这次防御台风“利奇马”，她被编入
村里的应急救援队伍，重点负责村内危房群众
的转移安置工作。几天来，她一直深入危房群
众家中做耐心细致的劝说工作，千方百计将危
房群众转移到儿女或亲戚家中，并在台风来临

之前全部转移安置完毕。
“这几天，大家都一直忙个不停，看危

房、巡查村内和农田积水，巡看河道闸门，经常
错过饭点，回来就吃点泡面对付一下。”张国红
说，大家伙不分昼夜地忙活，体力消耗大，吃的
不宜时，容易得胃病。就想着给大家烙点菜饼、
熬点绿豆汤、小米粥啥的养养胃。“家常便饭养
人啊，大家吃得舒服了，这干劲不就更足了
吗？”张国红笑着说。

“大嫂人很实在，很细心，工作很认
真。”说起这段和张国红大嫂并肩作战的经

历，孙玉森感触很深：“其实人家张大嫂一点
活也不少干！可是她还是把大家生活问题放在
心上，虽然在风雨中有点冷，但吃上张大嫂做
的热腾腾的饭，那是从心里暖和！”

谈起为值守人员做饭的初衷，张国红说：
“我没想那么多，就是平常家里来客人了，你
还不炒两个菜招待一下？再说，咱这是抗台
风，是为群众守护呢，不养好身子骨儿，能
行？”说到这儿，她的脸上露出朴实的笑容。
而这笑容里，也让人读到了一种基层干部的责
任和担当。

张大嫂为应急人员送菜饼

东营连夜紧急疏运

300余名旅客

□ 本报记者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潘志远

台风“利奇马”来势汹汹，8月10日晚，利
津县利津街道买河村网格员赵林山放心不下村
里的贫困户和独居老人，冒着大雨挨户查看情
况。来到贫困户王青山家，发现人不在，手机
留在家中。王青山是一名独居老人，下着雨，
又是夜晚，他能去哪里呢？赵林山非常着急，
立即赶到王青山熟悉的村民家中寻找，却没有
找到。又联系他同村的妹妹，也不知道王青山
的去向。

赵林山及时向村支部作了汇报，并报了警。
村党支部书记高乐春得知情况后，立刻组织村里
的党员干部形成突击队，连夜到村子附近的庄稼
地、河沟边寻找，同时安排人紧急联系王青山的
其他亲朋好友。在紧急搜寻近3个小时、大家都
几乎绝望的时候，终于在一个远房亲戚家联系到
了他。忙活了大半夜的村党支部书记高乐春说，
不能让一个村民出问题。险情就是命令，这就是
基层党员干部的担当。

深夜寻人见真情

□ 本报记者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李伟伟

8月11日晚，台风“利奇马”强势登陆山
东，狂风席卷而来、暴雨倾盆而至，凌晨3点，
利津县盐窝镇北二村内道路上穿梭着几个急行的
身影，身上披着雨衣、手里握着手电，四处查
看。

“我们村有个占地10多亩的自然形成的坑
塘，去年台风来水漫了坑塘，附近30多户村民家
中都进了水，淹坏了不少东西，今年大家都十分
担心，尤其是附近的住户晚上都睡不着觉。”北
二村党支部书记岳长河说。

为了避免村民担惊受怕，能够安心休息，从
晚上7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网格员岳庆军和岳长
河一夜无眠，每隔一会就到坑塘边转上一圈，看
看水位涨幅，再到几个重点排水沟渠查看排水情
况，把村内情况通过电话、短信、微信多种方式
随时告知大家，并将在岗人员联系方式同时推
送。

一夜风雨，一条条带着平安的消息，换来了
全村140多户群众的安心。

暴雨夜，暖心消息

换来群众心安

□ 本报记者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刘安鑫

8月9日以来持续的大雨，路面积水越来越
深，很多车辆陷入水中无法开动。一支由广饶人
自发组织的民间救援队出现了，他们队伍有11
人，利用自己私家车通过性和涉水能力好这一特
点免费救助各类泡水的社会车辆。

从8月9日开始，他们二十四小时待命，接到
电话，立马出动，截至目前，已经陆续救助了80
余辆车。他们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冒着大雨出
现在广饶县各个角落。很多车辆脱困后，车主都
主动塞给他们钱，有的塞给他们牛奶，他们都一
一拒绝，队长韩东琪说：“只要看到大家脱困
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

韩东琪是救援队总指挥，是广饶县应急管理
局的一名普通干部，队员都称呼他为“韩营
长”。台风前，应急管理局领导召开会议作动
员，要求每一名干部职工要充分发挥“应急模范
先锋”作用，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
点。

自发组织

救援队的“韩营长”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刘康 万海霞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在迎战台风“利奇马”工作中，东

营区多家企业响应号召，在搞好自救的同时，勇于担
当，积极提供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全力以赴投入到防
汛抗灾中，燕山路章丘路路口积水严重，建筑行业爱
心企业积极组织挖掘机、铲车、翻斗车等十余辆，人
员15人进行抢险救灾，挖通雨水排沟30米，加快路面
积水排出。

期间，为保证前线防汛沙袋的供应，山东建大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60多名员工加紧对沙土进行打包装
袋。“我们从今天早上到现在已经运出了8000余袋沙
袋，现在在场的已经装好准备待运的有2000余袋。”
山东建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青宾介绍，面对
自然灾害，作为企业一分子，需要扛起爱心旗帜，全
力以赴共度时艰。

没有通知，没有命令，灾难面前，义无反顾。东
营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东鑫都置业有限
公司、山东高速绿城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等57家企业义
无反顾地冲到防汛救灾的前线，在他们眼里，汛情就
是命令，救灾就是责任。截至目前，东营区累计有57
家企业自发投入救灾，贡献150余救灾车辆，征集砂石
料40万吨，沙袋5 . 5万个，抽水泵106台，投入救灾人员
近1000人，上演了一次社会大救助。

为便于各类救援物资、车辆及人员的统筹调度，
东营区相关建筑业企业成立物资救援工作队，涵盖房
地产、建筑施工、商砼站等企业，建立物资救援工作
微信群，设置车辆调度和物资调度两个小组，精准对
接相关受灾地区和镇街，并充分利用组织停工工地民
工进行沙袋装运，实现有序、高效的开展救灾工作。
同时，7家房地产开发企业组成了72人的志愿服务队，
义务奔赴四镇对全区426户已完成农村危房改造房屋进
行排查，确保群众住房安全。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东营区建筑业企业在防
汛过程中累计投入人力物力价值近230万元。

57家企业
冲在防汛救灾一线

□李明 谭芳 报道
8月11日上午10时左右，在广饶县正和集团抢险的东营市消防支队石村中队的两名消

防员，本想坐在消防车前休息一下，因为长时间的体力透支，竟然靠在消防车上在风雨
中不知不觉睡着了，而脚下的雨水已快要没过他们的膝盖。两名消防员一名叫钟宝庆
(左)，今年刚满19岁；另一名叫于波，今年24岁，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10多个
小时。此景被一名同事看到后，便用手机把战友熟睡的模样拍了下来。这张照片在网络
上传开后，被人们称为抗击“利奇马”台风中“最美”睡姿。

左图为恢复精神后的钟宝庆(左)和于波。

抢险救灾中的“最美”睡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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