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华玲 通讯员 蔡宜航 陈锦铭)
25日上午，在晋江市罗山街道，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10
多名施工人员正在齐心协力架设导线，对110千伏内江
变10千伏樟井线、瑞鹊线等线路进行绝缘化改造，提升
电网抗险能力，备战今年第5号台风“杜苏芮”。

为进一步提高线路防汛抗台风能力，国网晋江市
供电公司针对10千伏樟井线、瑞鹊线等线路因穿越村
庄和树林，线树、线筑矛盾突出，台风天容易出现故障
等问题，组织施工人员将原先的老旧裸导线更换为绝
缘导线，并同步进行线路设备防风加固改造。该工程
共改造线路12档，更换绝缘导线600米左右，改造后线
路供电可靠性将大幅提升。

据悉，为防范台风和暴雨影响，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
在“防”字上下足功夫，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会商研
判，及时启动应急机制，组织工作人员对变电站、开闭所、
输配电线路、低洼易涝站房等开展特巡，全面排查安全隐
患，有针对性地消除电网安全薄弱点，同时加强对重点杆
塔、沿河供电设施的巡视维护，开展设备防风加固改造。

截至目前，该公司组建9支应急队伍共353人随时
待命，备足26台应急发电设备、126个应急照明灯等应
急物资，启动 24小时应急值班机制，全力保障台风期
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下一步，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
将压实压紧防台风保供责任，与地方政府、防汛指挥部
及气象部门保持沟通，及时掌握天气变化、雨情大小和
联动应对举措，全面保障电网安全稳定可靠供电。

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
备战台风
在“防”字上下足功夫

为防御第 5号台风“杜苏芮”，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全体干部职工
坚守一线，与台风抢时竞跑。

昨日上午8时，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黄清泉集结防汛巡查组、
交通管制组、道路抢修组、后勤保障组 4个防汛小组，抢抓台风登陆
前的关键时段，集中力量开展交通运输的“预防”“预告”“预警”“预
案”工作，争分夺秒、全面查缺补漏。

全面开展防汛巡查
当天上午，晋江市交通运输局的工程人员、养护工人、道路专管

员全体上路，加强公路设施养护检查，加大对临水临崖、桥梁等部位
的巡查力度和重点监控，排查疏通边沟、排水沟、道路下穿通道，确保
防台风设施正常运行；实时做好路面积水、泥沙、杂物及倒伏树木的
清理，保障公路正常通行。

深入在建工程巡查
26日、27日，晋江市交通运输局领导带队，深入晋江南高速出口

连接线延伸段、泉州南站站前核心区、东部快速通道及二重环湾快速
路等15个交通在建工程，要求停止施工，做好大型临时设施、机械设
备等的排险加固，人员撤离、机械转移，特别是施工围挡、临时活动房
等，保障施工现场安全。

同时，组织、督促路桥公司、在建项目负责人加大巡查力度，确保
防台风设备、物资等充足到位。

走访客货运企业和场站
昨日，晋江市交通运输局相关科室深入运输企业开展防台风安

全检查，加强“两客一危”重点营运车辆视频监控动态抽查，在各类运
输企业微信群发布天气预警信息，提醒客货运企业规避恶劣天气和
不安全路段，督促客货运企业落实“三停一休”。

全员值守应急保障
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后勤保障组及时调整应急预案、补充人员，

做到人员到位、物资到位，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坚守岗位，组织全方
位排查，保持 24小时通信畅通，保障信息畅通，随时准备投入应急
抢险工作。

截至昨日上午11时，该局共派出交通运输系统工作小组33个，
派出人员217人，出动执法中队5支，检查客运、货运、驾培、维修等企
业25家（次）。巡查发现有关隐患点7处，已消除7处；15个在建项目
全部停工，转移项目组管理人员及工人174人。目前，该局已准备防
汛沙袋250个、水马200个、发电机8台、抽水泵2台、挖机2辆等应急
物资，以及应急车辆15辆、应急队伍11支。

晋江交通运输系统全力防御台风
本报记者 阙杨娜 通讯员 周智强

台风“杜苏芮”来势汹汹，晋江市应急管理局应急
指挥中心主任黄田新将“家”搬进办公室。

而这，只是黄田新工作和生活中的常态。每当台
风、火灾等灾害来临时，他总是坚守在岗位，默默奉
献。面对各种突发情况，他沉稳冷静、科学调度、精准
指挥，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以实际行动展现一名
老兵的责任、守护和担当。

1998年，黄田新从北京体育大学武术系毕业分配
到晋江工作。后来，他被选调成为晋江第一批大学生
义务兵，成为漳州某驻地部队侦察连的一名特种兵。
从那时起，他就将“干一行、爱一行、学一行、专一行”当
成自己的座右铭。

作为连队第一位大学生兵，黄田新充分发挥自己
的专业特长，不断改进部队的训练规范。

2000年退伍至今，黄田新在应急管理系统历任安
全生产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科
科长、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科科长、应急指挥中心主任等
职务，时刻以一名老兵和优秀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在各个岗位上发挥军人本色、守护群众安全。

多年来，黄田新凭借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在全省
范围内率先开展危化品重点企业风险评估工作，重点
推进危化品储存场所易制毒化学品等专项整治；推动
全市 1400多家存在职业危险的重点用人单位开展职
业健康基础建设，组织全市15万名职业劳动者进行健
康体检；参与建设晋江市应急预案资源库，建成市应急
指挥综合信息平台，打造晋江市应急指挥“神经中枢”；
推进应急技能知识“五进活动”进基层，累计开展活动
460多场次，培训人数约10.7万人次。

自 2019年应急管理机构改革以来，在黄田新的
牵头下，晋江开始着力扶持壮大“海陆空”全方位救
援队伍，三年来调度参与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的疫
情防控、重要保障、近海搜救、水上救援、应急培训
等 900余次。几年来，黄田新收到基层赠送的锦旗
20余面。

工作上的成绩不胜枚举，但是黄田新却淡淡地说：
“应急人就要应人之所急、守一方安全。我的工作关系
到人民群众的安全，责任比别人大，就必须比别人更认
真负责。”

黄田新：
应人之所急，守一方安全

本报记者 朱艳

本报讯（记者 朱艳）台风来袭，安全问题无小
事！26日，接到市民通过“晋情拍”小程序和“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的两处安全隐患后，晋江相关
部门快速反应、及时解决，为群众筑牢安全防线。

26日下午6时22分，一市民通过“晋情拍”小程序
上报，龙湖镇秀山村一棵龙眼树枝叶与高压电线缠绕
在一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接到指令后，龙湖供电所领导亲自带领施工队赶
往现场处置。因该件为群众匿名上报，无法联系核实
具体位置，施工队在案件定位附近挨家挨户排查，终于
在下午 3时左右找到事发地点。一开始，龙眼树主人
拒绝对树枝进行修剪，但在工作人员的耐心劝导下，该
主人认识到了事件的危害性。随后，电力工人对龙眼
树枝进行修剪。

当天下午 6时，晋江市“12345”平台有群众反映，
池店镇溜霞花园小区附近的景观灯带掉落。了解情况
后，晋江市城管局公用科迅速协调管养单位进行处置，
照明公司在 1小时内修复了该路灯，解决了群众的后
顾之忧。

晋江市城管局表示，欢迎更多市民群众通过“晋情
拍”上报台风隐患风险点。市民只要通过微信搜索“晋情
拍”小程序，拍下风险点现场照片、视频，并详细描述事件
地址，工作人员将及时审核派发给相关部门进行处置。

群众反映 部门行动
两处安全隐患及时消除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台风“杜苏芮”来袭，晋江
医保部门倡议，台风期间如需办理医保相关业务，市民
群众可通过线上进行不见面办理。

目前，随着医保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包括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参保信息查询、关系转移接
续、参保人异地就医备案等在内的 34项“网上办”“掌
上办”事项，均可通过线上办理，实现医保业务“不见面
办”。参保人可通过“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闽政
通、福建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单位网厅及个人网厅、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等线上渠道查询及办理。

另外，防汛防台风期间，参保人如有需要，可拨打
85678061医保热线电话进行咨询。

台风期间出门不便
医保业务“不见面办”

昨日下午 5时许，在晋江灵源街道灵
水老街与泉安路交叉口，社区干部、党员
志愿者、周边住户正合力搬运、堆积沙袋，
现场一片忙碌景象。

灵水老街建于1931年，以骑楼建筑为主，
目前居住有30多户居民。相比周边街道，老

街地势低，每当台风或强降雨天气，周边道路
的雨水倒灌至老街，就会形成积水、内涝。

“这次，我们提前谋划，准备了近 500
个沙袋，将路口垫高，减少雨水倒灌，保障
老街住户安全。”灵水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吴福场介绍。

老街租户陶于安看到社区干部在路
口堆沙袋，连忙喊来邻居一起帮忙。他表
示，在老街住了10年，以前常困扰于雨天
积水，雨水倒灌进屋，“这次社区在台风来
临前准备了防洪抗洪的沙袋，我们这些住
户就安心多了。”

灵水老街：干群合力搬沙袋

“轰隆隆……”昨日下午 4时许，
记者驱车来到晋江金井镇溜江村的
海岸线，一下车，便可见海浪凶猛，巨
大的海浪拍打着礁石，发出阵阵“怒
吼”。

“现在这里不能来了，赶紧回
家吧。”看到有人从车上下来，在海

边值守的溜江村巡逻队员陈清怀
走过来劝道。得知是记者采访，他
笑着说，台风来了，海边风浪大，不
安全。

陈清怀告诉记者，台风临近，
他和其他两名巡逻队员负责在村
里的海岸线 24 小时值守，巡逻并

劝离个别想要在台风期间看海浪
的游客。

他还透露，在防浪堤旁，有一名
老党员义工在值守。

在陈清怀的指引下，记者穿过一
片沙地，登上一段礁石小道，来到防
浪堤的铁栅门旁，看到了今年74岁的

陈祖榜。
“今天我负责守着防浪堤。”陈

祖榜说，他有 10 多年的讨海经验，
知道台风天海边有多危险。然而，
还是有一些游客，喜欢在台风天到
海边看巨浪，殊不知，有时候一个巨
浪打来，离海岸太近，就容易被卷入

大海。
采访中，身后的海浪越来越大，

巨浪顺着礁石，好几个浪花直接打在
记者身上。

“要下大雨了，你们早点回去吧，
注意安全。”陈祖榜叮嘱记者，又回到
防浪堤边的石头上，继续值守。

金井溜江：老党员值守防浪堤

昨日中午12时许，记者来到晋江市金井镇围头金
沙湾景区看到，几个出入口全部上锁紧闭，周边出入的
车辆和人员明显减少；景区上空，没有黑云压顶，没有风
雨欲来，显得十分平静。

“台风要来了，景区关闭了，你们别来了。”看到
有人前来，景区大门内一巡逻队员一边大声喊一边
不断挥手示意。同行的围头村党委宣传委员吴宏霈
赶紧上前说明来意，记者一行终于被放行。

记者在金沙湾景区看到，旁边立着一块“潮水流向
时间表”，上面详细列着每天涨潮、退潮、平潮的大概时
间。昨日是农历六月初十，12:00刚好是退潮时间。此
时的金沙湾潮水相对平静，裸露的大片沙滩上，几名巡
逻队员来回走动，时而拿起对讲机相互沟通。站在软
绵绵的沙滩上，风扬起细沙打在脸上，有点微微的疼痛
感。

巡逻队员介绍说，景区虽然关闭，但他们从未放
松巡逻、值守，一旦发现游客进入景区或擅自靠近沙
滩，坚决予以劝离。

围头金沙湾：
景区关闭 值守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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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直击
本报记者 蔡培仁

本报记者 林伊婷

本报记者 王昆火

本报讯（记者 蔡培仁）“没有大碍，检查后骨头
没事。”昨晚 9时许，记者致电晋江紫帽镇湖盘村党总
支组织委员卓剑川，他表示，第二天还将继续前往抗台
风一线。

昨天下午，卓剑川和村里工作人员一起转移风险
隐患区域群众，并为低洼危险地带的危房设置警戒
线。忙碌中，卓剑川脚踩的一块水泥板因年久腐化突
然断裂，他摔到近2米的沟渠缝中，在场的同事迅速将
他拉上来。卓剑川的手臂和小腿多处擦伤流血，腰部
略有不适。

见状，同事让卓剑川赶紧去卫生院处理伤情，他却
说，“轻伤不下火线”，坚持把所有危房的警戒线拉完之
后，才到湖盘村党群服务中心包扎伤口。

“刚掉下去的时候，真的吓了一大跳。”卓剑川
回忆道，被拉上来后，感觉并无大碍，因此就坚持
把该做的事情做完，“没想到，事情做完，腰部的不
适感加重。后来，在同事的陪同下到紫帽镇卫生
院拍片检查，所幸没有伤到骨头。”

紫帽湖盘一村干部
不慎受伤仍坚持

台风来势汹汹，总有一些人和事让
我们感到踏实。

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消息，今年第
5 号台风“杜苏芮”是近年来“正面硬

刚”晋江的强台风之一，全市上下做好
了“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准备。
大风大浪前，全市干部、志愿者和群众
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风浪很大，心很平静。
在永和镇玉溪村小学避灾安置点，

室外大风呼啸，室内温暖如家。转移安
置的群众惬意地聚在一起，吹着空调，
唠嗑、小酌，整洁舒适的“避风港”给他
们带来了安全感。镇村干部、志愿者、

热心群众不时送来生活物资，尽可能让
这个“家”什么都不缺。

安置点的教室里，一名女生正在安
静地看书学习，在远方就读研究生的
她，这个暑假来到父母身边。女生说，

“父母在，就是家！守护暖心‘家’，背后
有许多人的付出，感谢他们。”

一线干部用心、市民群众热心，这
个“小家”亦是晋江“大家”的缩影。

本报记者 王诗伟

记者手记

从容见贴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