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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王钰莹

“家里的水都清理出去了，不要紧了，
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血压稍微高一点
儿也不要紧，平时吃东西的时候要吃热的，
吃熟的，喝开水。有什么不舒服的，随时过
来找我就可以。”8月12日上午，青州谭坊
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郝希庆和他的同事们正
在为宋池初中临时安置点的村民们进行健康
检查。

郝希庆告诉记者，为协助党委政府做好
安置点的各项保障工作，他们组成了由医
生、护士、防疫人员和公共卫生人员4人为
一组的医疗救助小组，24小时坚守，做好安

抚和后勤保障工作，确保安置点的村民有病
能治。“我们针对灾后的常见病、多发病等
给他们提供药物。此外，广大群众有些家庭
财产有不同程度的损失，我也及时采取了一
些心情干预。”郝希庆说。

受台风“利奇马”影响，持续降雨造成了
青州市谭坊镇下坡村内涝，村民焦建兰家也
没有幸免。8月11日，镇里组织人员把她和其
他村民一起转移到了宋池初中临时安置点。

干净的被子、热乎的饭菜、成箱的方便
面和水……记者12日在宋池初中临时安置看
到，一堆堆救援物资码放整齐，村民们正在
由教室改造的临时安置点里看电影。

“有饭吃，有水喝，日常生活用品都
有，还有医生看病。”焦建兰告诉记者，

“这里的志愿者服务很周到，很热情，除
了送水送饭，还给老年人喂药。”

据了解，下坡村的89户241人被转移到宋
池初中临时安置点，使用了学校12间教室。
“在安置方面，我们考虑到安置人员的性
别、年龄等要素，按区域进行了安置，特
别是对于伤病员、老人、婴幼儿等，安排
与家庭成员住在一起，便于照顾。为了保
证公共秩序安全，我们设立了治安室，加
强巡逻和夜间值班，确保集中安置区安全
有序。”谭坊镇党委委员王春燕告诉记者。

“你们住得还习惯吗？有什么要求随时
提。”8月12日下午，庙子镇党委副书记王
红在泰和公寓临时安置点，挨户走访，帮助
村民们解决困难。

“哪有不习惯，这条件比家里还好，两
室一厅的、三室一厅的，一家人聚在一
起，有空调有热水器，吃的喝的都不愁，
多亏了政府。”殷公井村村民岳玉庆说。

泰和公寓临时安置点安置了圣峪口村、
东张村、殷公井村三个村的村民，共407
人。“从8月10日晚，我们就把地势相对低
洼的几个村的村民都转移到了这里，还提前
储备了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等食品。”
王红说，考虑到老人和孩子多，庙子镇从附
近医院协调了医生进驻安置点，保障村民身
体健康。

离开安置点时，村民们依旧熙熙攘攘，一
些孩子围坐在一起玩游戏，大人们则相互感
慨着来时的惊险，商量着回去后的生计。

临时安置点里温情多

“这里有空调热水器，吃喝都不愁”

□ 本 报 记 者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于志君

30多个小时的降雨，让潍坊市寒亭区高
里街道的“四河两渠”水位不断上涨，威胁
周边及下游村庄安全。8月11日下午，高里
街道的微信工作群里，几条河渠的水位信息
更新越来越频繁。

险情在逐步临近，设在一线的防汛抢险
临时指挥部里，寒亭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立刻组织研究制订好了转移方案，避
免人员伤亡、减少财产损失。同时，成立了
8个以副县级领导干部为组长的工作组。

“一个都别落下！”18时，高里街道收
到汛情预警，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发布转移
通知，各村负责人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区、
街道、村干部三级联动，寒亭区协调校车40
余辆奔赴现场，组织受灾害威胁的11个村的
群众，按预定方案和指定路线有序转移到安
全地点。各工作组不眠不休、夙夜奋战，动
员一切力量指导高里街道做好群众转移安置

工作，一场速度与时间的赛跑在高里北部各
村悄然上演。

按照预定方案，高里街道组织群众自驾
或统一乘坐校车转移到高里中心学校、高里
小学，组建应急队伍做好登记安置工作，统
一提供生活保障用品，确保转移人员有水
喝、有饭吃、有衣穿、有病可医。同时，
村干部在转移村庄坚守一线，确保人员全部
撤离的同时，保障村内治安和村民财产安
全。

截至8月12日凌晨2时，寒亭区已完成高
里街道可能受影响的11个村11000余人的紧急
转移安置工作，目前辖区内未有人员伤亡，
整体情况平安稳定。随着高里街道“四河两
渠”等各处水位的下降，一颗颗焦虑的心逐
渐安定下来。

转移安置工作过后，寒亭区继续密切
关注汛情变化，加强对辖区内危险河段路
段、危旧房屋等重点领域的拉网式排查和
隐患清理，全力应对可能发生的险情，千
方百计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将灾情

损失降到最低。
早在此前，寒亭区就对第9号台风“利

奇马”防御工作高度重视，全面贯彻落实
省、市领导指示精神，把迎战台风作为当前
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前戒备、严阵以待，扎
实做好各项防御工作。这个区成立了防御台
风“利奇马”指挥部，由区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任总指挥、分管负责同志任副总指
挥。调集精兵强将、应急车辆，通宵达旦
开展一线调度、巡查、排险等工作，全面
监测收集研判汛情险情和灾害信息，确保
调度指令及时上传下达，落实防台抗台工作
措施。启动防御台风Ⅱ级响应，各单位实行
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全部坚守一线
工作岗位。

寒亭区积极做好防汛物资储备，储备编
织袋、沙袋8 . 2万条，砂石料1 . 4万方，铁丝
1 2 . 5吨，抽水泵 1 6 5 台，发电机组 3 2 套
（台），各类挖掘机、装载机以及吊装设
备等120台。建立区、街、村三级防汛队伍
400余支、1 . 2万人，开展防汛应急演练20

余次，抢险救灾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
准备工作，确保一旦出现险情拿得出、顶得
上。

台风“利奇马”来袭后，寒亭区组织各
街道、开发区和村居、企业开展防汛问题
集中检查，对全区重点部位进行逐一拉网
式检查，加强巡查排查，结合“河长制”
“湖长制”责任分工，安排专人对辖区内
19条河渠和所有桥梁、泄洪道等水利设施
进行再排查和24小时盯防，防止发生突发
险情。提前做好农村农业设施、蔬菜大棚
防护工作，鼓励群众自愿入保，减轻受灾
损失。对城市老旧小区、低洼易涝地区、
立交桥涵洞、地下商场、城乡危房等重点
部位防洪排涝设施进行全面排查，要求在建
工地全部停工，及时疏通排水管道、行洪河
道，提高城市排涝能力，防范强降雨可能引
发的城市内涝。组织市政、园林部门提前对
城市基础设施、高空设施、广告牌等做好防
台保安措施，减轻台风对生产生活秩序的影
响。

区、街道、村三级联动，协调校车40余辆

寒亭区连夜转移万余名群众

□ 本 报 记 者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刘明志 刘瑞华

8月12日至13日两天，记者在临朐县辛寨镇、
嵩山生态旅游区等地抗灾救灾一线采访，亲历一幕
幕感人的画面。

8月12日，记者在赶往临朐县辛寨镇通往杨家
河社区的一条县道上，看到水流湍急，部分道路在
大暴雨的反复冲击下已发生坍塌，路面断裂严重，
非常危险。“这里的水根本淌不开了，从那边到这
里有五六十米，再到这边一百多米，这就没法走
了，出不去了。”路过的村民向记者介绍情况。

“目前，我们一是针对这些比较危险的地段，
设置交通提示牌，提醒来往车辆禁止通行，二是抓
紧组织施工单位，运送沙土，装成沙袋，对这些地
方进行抢通。”辛寨镇副镇长梁德宾说。

在临朐县辛寨镇大峪村受灾现场，记者看到镇
党委政府正组织镇村干部及群众，利用挖掘机等大
型机械，正在对村西边一处危桥进行拆除。桥梁建
设于上世纪80年代，是村民农业生产的必经之路。
受此次洪水的冲击，桥面已发生严重的变形，桥梁
多处发生裂痕，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已无法通
行。

“我们现在正在对这座危桥进行拆除工作，预
计到下午5点就能完成拆除清理工作”。辛寨镇党
委委员张建永介绍说，这座桥所在的河道上游3公
里之内，有2座小型水库，现在正在调洪，当前正
值主汛期，这次暴雨带来净流量大，持续时间长，
给施工带来很大的困难。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早
日解决这座桥的重建工作，解决群众的交通出行困
难。

8月12日，在暖淹路淹子岭段塌方处，临朐县
嵩山生态旅游区党工委委员、发展服务中心副主
任、淹子岭社区党委书记张素霞正在冒雨指挥着铲
土车对滑坡的泥土进行清理。“8月11日上午10点
左右，这里出现了塌方，暖淹路多处地段出现了山
体滑坡，我们立即组织机械进行清理，30分钟内，
机械全部到位，开始进行清理，争取尽快打通堵塞
道路，保证群众的安全出行。”张素霞告诉记者。

“受‘利奇马’台风影响，嵩山生态旅游区31
个村不同程度受灾，部分道路、桥梁、河道冲毁，
农田受淹。面对灾情，我们上下一心，众志成城，
坚守一线，昼夜奋战，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全力以赴
迎战台风。全区共转移群众561人，出动挖掘机等
机械60余台，疏通河道、清理滑坡66千米。”嵩山
生态旅游区党工委副书记、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郭守
平告诉记者。

8月12日中午12点30分，在嵩山生态旅游区
铜峪社区里，被转移的群众正在吃饭。“我家
后面就是山，下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非常危
险。8月10日下午，村干部就到了我家，把这场
台风的厉害程度告诉我，让我转移到社区里
住。在这里管吃管住，非常满意。”铜峪村70岁
的冯学柱说。

“我们铜峪村共有627户1624口人，有56户在山
体滑坡路段，台风来临之前，区主要负责人专门
到我们村转移山体滑坡路段的群众，8月10日下
午全部转移。下一步，我们将加大人力物力投
入，加快速度打通道路，保证群众出行。在此
基础上，尽快恢复群众的生产生活，确保把群众的
财产损失降到最低。抗灾救灾，就是咱的头等大
事。”铜峪村党支部书记刘希端告诉记者。

暖心！

这些抗灾救灾的

感人画面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8月14日11点30分，装有8个集装

箱30000床棉被的救灾列车到达潍坊西站。12点02
分，早早在等候的调车机将救灾物资送入卸车地
点。从12点12分开始卸车，到12点45分卸车结束，
7个集装箱仅仅用了33分钟就突击卸完，还有一个
站内拆箱的，于13点45分卸完，在第一时间分别运
送至寿光市、青州市和临朐县。

潍坊市发改委工作人员孙宝明说：“昨天下午
才刚刚装出，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到达，这样今天18
点前30000床棉被就可送到各救灾点，今晚上灾区
人民就可以用上棉被了，感谢广大铁路职工的辛勤
付出。”

8月14日5点27分，潍坊西站接到调度命令：大
红门发潍坊西站95002/1次平车8辆（救灾物资30000
床棉被），经德州口运行，要求北京局、济南局做
好装、卸车组织工作，加速放行，不得滞留，确保
安全。接到命令后，站长商恒祥立即组织召开专题
会议，制订了应急调车和卸车预案：一是随时查看
到达预确报，掌握列车到达车次和时间；二是及时
腾空卸车线路、货位，做好卸车前准备；三是提前
准备装卸劳力，确保及时卸车；四是积极联系短搬
车辆8部，保证货物及时送达；五是及时通知铁路
公安所，做好救灾物资的卸车警卫工作。

□ 本 报 记 者 宋学宝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郑秀宝

“因为提前布置，加强防范，这次台风
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太大损失。”8月12日，
正在组织工人生产自救的青州市铸威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丽娜告诉记者。

受第9号台风“利奇马”影响，青州市持续
暴雨，多个乡镇不同程度受损。在党员干部的
带领下，青州市受灾群众不等不靠，生产自
救，重建美好家园。

8月12日下午，积水逐渐退去，青州市铸
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们在洒水车
的帮助下开始清扫公司门口和车间的淤
泥，公司大门前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沙袋。

“我们公司地势相对较低，容易出现积水
问题。接到弥河镇政府台风预警后，立即组织
员工对厂区及周边进行了隐患排查，共梳理出
风险点16处，同时根据风险点逐个制订抗洪预
案，准备了装载机6台，叉车3台，新购置砂石
2000方，编织袋1500个，并对厂区及周边进行了
周密布置。党员带班24小时轮流值守，及时应
对险情，全力做好准备工作。”杨丽娜说，尽管
如此，但此次台风来势迅猛，雨量过大，大暴
雨还是使得雨水在车间内快速积聚，发现情
况后，立刻组织人员堆积沙袋，进行排水。

弥河镇内涝严重企业共有7家。该镇党
委、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协助企业排水、
自救，做好受灾情况统计和企业安抚工作。
各企业也积极清除积水，修复被损厂房，检
修被淹设备，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
生产。

8月13日，弥河镇已全面转入灾后自救
阶段，正在积极组织村民、企业恢复生产，
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截至8月12日，弥
河镇受灾群众630人，分散安置受灾群众126
人，内涝严重村2个，内涝严重企业7家，全
镇共出动大型机械车辆160台、挖掘机26台、
各类水泵34台、发电机5台，进行紧急抢险救
援。”弥河镇党委书记郇金刚告诉记者。

8月12日上午，在王坟镇滴泉村，异常
湍急的水流夹杂着石块、树枝沿道路滚滚而
下，进出村公路被淤积的砂石堵塞，水流涌
入村民家中，严重影响了村民的出行。早上
7点开始开始，抢修人员携带机械，来到村
内进行全力抢通。据村委工作人员介绍，水
流最湍急的时候，公路上积水达到一米半左
右。通过挖掘机和装载机冒雨施工作业，积
水已经有所下降，争取尽快恢复道路畅通，
保障村民能够顺利进出村。

在王坟镇阿陀村，原本只有10米宽左右

的河流，河道已经被雨水冲刷得宽度达30多
米。连接河两岸的桥梁也已被冲断完全不见
踪影。在河对岸大概有20户左右的村民，目
前只能通过绕行山里的农田徒步出村，出行
非常不便。镇村干部紧急调运挖掘机冒雨施
工，清理淤泥、疏通河道，抢通道路，避免
出现更大险情。

据了解，王坟镇多地遭到侵袭，沿线交
通出现不同程度的落石、塌方，交通一度中
断。面对险情，王坟镇党员干部坚持把群众
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党员干部第一时间赶
赴事发地点，全力投入抢险工作中，通过
调用铲车、组织村民，及时抢修被冲毁的

道路以及河道，保证乡村道路灾后及时畅
通。

暴风雨袭来时，流经云门山街道新冯村
的七里河水位暴涨，导致河水倒灌进村，桥
面出现部分塌方。村“两委”成员冒雨组织
机械排出积水，疏通河道。村民也纷纷加
入，填泥沙、堆沙袋，守护家园。村党支部
书记冯永甫说：“我们村沿河路停车太多，
为保证村民的财产安全，一发现河流水位暴
涨，我们10号两点左右，就挨家挨户敲门，
让他们及时把车开走。”

受台风“利奇马”影响，黄楼街道黄楼
村80多户种植大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花农

不等不靠，全力排除积水，抢救花卉苗木，争
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花卉大棚重新运作。街
道和村里的党员干部全靠在一线，挨家挨户
摸排走访，发现灾情及时想办法帮助解决，
买了四五台水泵帮助受灾花农排涝，并检查
大棚用电安全，指导花农科学排涝救灾。

村民刘广涛家中受灾情况严重，三个大
棚全部进水。在全力排除棚内积水的同时，刘
广涛用花盆搭起架子，放置杜鹃花，以免再次
受到浸泡。“从10号晚上开始，五六台水泵同时
抽水，一直到现在，这不等着天气一缓和，立马
把亲戚朋友叫来帮忙把花全部架空起来，最
大程度降低损失。”刘广涛对记者说。

恢复生产 抢修道路 抢救大棚

青州全市动员全面开展灾后自救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8月14日13：00许，寿光市清水泊农场三分场弥河分流西坝抢险现场。图为一名参与救援的抢险队员在休息。

7个集装箱救灾物资

33分钟完成卸车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8月14日中午，在寿光市清水泊农场三分场弥

河分流西坝抢险现场，一名参与救援的解放军战士
腿部受伤，简单处理后再次上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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