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阵以待 防患于未然
吹响抗击台风“集结号”

下沉网格 与时间角逐 逆风筑起安全防风墙

与风雨同行 用真情服务
有序推进灾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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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台风预警后，龙湖镇迅速激活镇防
指扁平化调度工作机制，镇主要领导一线坐
镇指挥，抽调农业水利、规建国土等关键部
门9名业务骨干进驻，镇村干部全部压到一
线参与防御攻坚，各网格站点高效运作，形
成镇、村、网格三级快速联动工作体系。

随即，各村的“村村响”广播、网格群
里，一条接一条关于防范台风“杜苏芮”的
最新消息也接连播报，第一时间向群众发
布预警信息、紧急通告及防范台风要点，让
大家“心里有数”，也增强了群众的防灾、抗
灾意识，做到早预警、早准备、早预防。

龙湖镇党委政府也将工作前置，提前做
好应急准备，设置阳溪中学1个镇级避灾点
和42个村级避灾点，按标准备足防汛物料、
应急物资、救灾用品，并统一上报镇防指汇
总，以便需要时可快速调度、充分利用。同
时，加强救援力量储备，组织一支35人4组
的镇级应急防汛队伍，成立42支以民兵营长
为组长、每组5人的应急小分队。并安排专
业力量安捷救援队全天候巡查待命，确保紧
急情况时可以第一时间应急响应。

26日起，各村网格长、网格员，充分发
挥网格化管理在防台风工作中的优势，在

台风来临前，对 6处大型在建工地、124处
农村自建房、24处户外广告牌和 7个易涝
积水点、9处重点废弃矿区等重点领域开
展逐点排查整治；对辖区的危旧房屋、低洼
易涝等重点区域进行逐一排查，摸排出需
要转移群众的名单，挨个上门劝导并协助
群众进行转移。据悉，在此次防御台风中，
龙湖镇共转移群众1436人。

同时，龙湖镇派出3个工作组对全镇水
利工程开展细致巡查，5座水库提前开闸泄
洪，确保安全度汛；加快修复水闸2个，简易
疏浚河道13.6公里，封堵入海口涵洞1处，
防止海水倒灌等，全力做好防台风各项工
作，用实际行动吹响抗击台风“集结号”。

深沪镇作为沿海镇，有着 21.8公里的海岸
线。每当台风来袭，深沪镇都保持高度警惕。

7月24日上午，在省、泉州、晋江市防御第5
号超强台风“杜苏芮”视频会议召开后，深沪镇
立即组织包村领导、下村干部、相关镇直单位负
责人、各村（社区）“两委”等召开全镇防御台风
视频会议，部署防范台风各项工作，要求镇村两
级立即行动、迅速到位，全员下沉一线、全面进
入状态。

“华峰海堤的首峰至华海段，是历次台风水
毁重点区域，要提前做好防护和抢险预案。”在隐
患摸排后，防御台风会商会上，该隐患点被点出。

会后，深沪镇组织人员对华峰海堤（首峰至
华海段）、科任海堤进行徒步巡查，对隐患点按
原海堤工艺加固，在26日完成隐患点整改。同
时，深沪镇还准备3万个编织袋，以备抢险用。

面对轨迹多变的“杜苏芮”，深沪镇严阵以
待，多次召开会商会。全镇分成6个工作点、20
个一级网格，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网格治理
的政治优势和网格员“人熟、地熟、情况熟”的基
础优势，围绕“渔船渔民安全、水利工程安全、在
建工程安全、城建设施安全、群众居住安全”等
重点，展开细致隐患排查，预先做好防范。

215艘在册渔船、152艘乡镇船舶全部在港
避风，2288名渔民全部上岸离港；还有 52艘来
自莆田、石狮等地外籍船舶入港停靠避风；启动
19处安置点，904名危险区域人员尽数转移；检
查在建工地 147处，全部现场督促停工并做好
加固；疏浚溪流、沟渠6条，长度超7公里……一
组组数据的背后，是深沪上下绷紧安全弦，跑在
台风前，打好主动仗的有力注脚。

从 25日至 27日，深沪镇执法中队组织人
员、大型机械集中对镇主干道、村（社区）存在安
全隐患的户外广告牌进行统一拆除。动用3辆
大型机械吊车，30余人，共计拆除大型立柱式
广告牌 20面，户外广告牌 40余个。直至 27日
深夜，深沪镇综合执法队仍然在一线，继续拆除
隐患广告牌。

“杜苏芮”来势汹汹。为了让群众安心防范
台风，深沪镇联合辖区3家大型商超，提前储备
相应生活物资，让安置点转移人员和居家防台
的群众没有后顾之忧。

此外，深沪镇还储备足够的防汛物资、组建
应急抢险队伍、集结民兵队伍、启用 22处避灾
点，将各项工作前置，防患于未然，严阵以待！

党建引领有力度 网格服务有温度

龙湖镇干群合力筑牢台风防御屏障
本报记者 施蓉蓉

深沪镇：风雨同舟抗击台风 干群合力守护家园
本报记者 施蓉蓉

华山村组织人员清理道路两侧倒伏树木。

29日上午，烧灰村按网格巡查转移人员
（含住宾馆、亲戚家）的住所，确保安全后，分批
次有序组织安排人员返回原住所。在返回前，
烧灰村不仅为每位转移群众送上雨衣，还集中
为大家科普台风过后注意事项，并打印出来让
大家带回。

29日下午，溪前村两委正前往农田、蔬菜
大棚巡查时，发现村道上躺着一名老人，其脸部
朝下，脸颊有明显出血情况。下村干部谢庆丰、
村支书洪昆仑赶紧上前查看，经询问，老人是烧
灰村人，外出经过该处摔倒后无法自主爬起。

大家一边联系烧灰村寻找家属，同时拨打
了“120”急救电话，很快家属和救护车都来到现
场。家属表示感谢后，随救护车一起将老人送
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在暴雨预警解除前，衙口村两委也保持高
度警惕，实时监测辖区浦沟水闸出水口和鸳鸯
溪下游水位。“我们还准备了 2个临时安置点，
一旦水位线报警，我们将立刻转移该区域群众
到安置点。”衙口村党总支书记施培新说。

此外，衙口村先后集结60周岁以下党员52
名，充实志愿服务队，分为村庄隐患巡查整治
队、前线抢险突击队、服务保障志愿队等三支队
伍，由村党总支部带队，在一线中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

台风过境后，龙湖镇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召
开专题会议具体部署灾后重建抢修工作，并成
立工作小组，下设供电通讯与交通园林保障组、
农业生产与水利工程保障组等 9个工作组，明
确具体责任人和工作职责，要求按照轻重缓急
具体制定实施措施，确保抢修工作开展高效有
序。在晋江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
《关于结束“三停一休”的通告》后，龙湖镇根据
实际情况，有序引导企业、商户复工复产开市。

连日来，龙湖各村依托网格管理开始加快
抢修重建，全力推进灾后恢复，组织处置倒伏树
木，畅通道路；巡查危房和转移人员回流情况，
检查各个流域排水口、泄洪口情况，防止台风过
后的次生灾害。30日，龙湖镇42个村均恢复供
电，清理超千棵倒伏树木，及时疏通排水口 15
个、低洼点6处。

在此次抗击台风“杜苏芮”过程中，龙湖镇
一线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以“哨兵”的姿态，
守护着网格的安宁，党员先锋队也始终坚守一
线，以实际行动践行责任。干群合力为抗击台
风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诠释“生命至上 众志
成城”的龙湖担当。

台风过境安全无止境
全力推进灾后恢复工作

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就能更好地
解决问题。

“老潘，这次台风很大，你一定要转移
到文化中心。”许清爽也不记得这次动员是
第五趟还是第六趟了，只知道要尽快将老
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老潘的住所是为了照顾牛羊、鸡鸭搭
建的，大风大雨一来，很难扛住。但老潘一
直坚持要照料好牛羊、鸡鸭才转移。为了
争取时间，村干部、网格员有的帮忙赶鸡
鸭，有的帮忙牵牛羊。安顿好“动物们”，老
潘才转移到文化中心。正是由于村干部、
网格员的坚持，也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石龟村辖区还有东溪水库，水库下游居
住了20多人，也全部转移。“也感谢群众的配
合，在安置期间，大家都团结一致，没有人离
开安置点，平安度过这次台风。”许清爽说。

无独有偶。在福林村第二网格，为了
让菜农仇国高、李明英安心转移，网格长许
晓东等人自掏腰包买下12只鸡鸭，顺利将
其一家转移至安置点。

烧灰村有1750亩耕地，村里的菜农较
多，其住所大部分都处于低洼地段。26
日，烧灰村5个网格都动了起来，逐户入户

登记，动员群众转移至位于党群服务中心
3楼的安置点。

需转移人数92人，居住安置点的有69
人。烧灰村党支部书记洪朝峰介绍，为了让
群众安心留在安置点，烧灰村购置了矿泉
水、面包、牛奶、方便面、八宝粥等生活物资，
还为群众打包热乎乎的饭菜，不仅暖胃还暖
心。同时，烧灰村还于27日成立了2支应急
梯队，除了村两委、巡逻队，还有党员、群众志
愿者等。当晚，风力已逐步加大，大家按网
格在村里进行巡视，检查是否出现隐患点、
破损点等，转移群众是否“回流”等。

为了做好群众的转移工作，陈店村将
服务做细做实。“这次转移的对象有老人、
小孩，为了方便他们转移，我们向村民借了
一辆电动车作为转移专用车。”陈店村党支
部书记施正偶说，村里不仅为转移群众免
费提供三餐，还特地为小孩准备零食，让大
家能在特殊时期感受温暖、凝聚力量，共同
抵御台风。

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吴先生居住在
锡坑村第二网格，其住所属于危旧房屋，下
雨时还会漏水。一开始，面对村干部、网格
员的动员，他还有些不以为意。村干部和

网格员没有放弃，一趟又一趟入户动员，吴
先生一家三口才转移到安置点。等到 29
日锡坑村组织入户确认房屋状态时，发现
吴先生居住的房屋屋顶已经坍塌。

“还好转移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吴
先生后怕的同时，更是感谢村里的坚持，让
一家人平平安安。当前，吴先生一家已前
往弟弟家居住。

作为沿海渔村，衙口村拥有 5公里海
岸线，历来是防台防汛的重点。衙口村也
依托网格管理，动员转移群众49人至位于
第五网格服务站的安置点。

同时，衙口村10个网格主动加强与龙
湖镇海岸安全救援综合服务中心、龙湖镇
船舶管理工作站的联勤联动，以海安中心、
船舶管理工作站为基点，志愿服务队全时
段、全海域动态推进衙口沙滩巡查工作，先
后帮助34艘小型船舶转移至避风点、成功
劝阻防台期间前往沙滩游玩游客352人次。

在此次防御台风中，龙湖镇严格贯彻
落实“三停一休”和转移群众的部署，埔头
村动员沿海餐饮店按规定关停，并转移餐
饮店员工超 30人；各村发挥党建阵地作
用，超过半数村将安置点设置在网格服务
站或“党建+”邻里中心，在台风来袭之际，
为转移群众筑造了安心家园。

下沉网格多次入户 只为群众安全转移

29日晚，晋江市龙湖镇石龟村的老潘依然住在村文化中心。这里是防御台风时，村里转移群众的安置点。“家里的房子屋顶被掀翻，这一
次，真的很感谢村里的工作人员。”回想起下午回到住所时看到屋子经历强台风后的样子，他一直庆幸自己提前转移了。据石龟村党总支书记
许清爽介绍，当天因房屋受损继续留住安置点的群众有6人。

面对超强台风“杜苏芮”，为全力保护群众人身安全，最大程度减少损失，龙湖镇严格按照上级部署要求，坚持以防为主，以人为本，依托网
格迅速行动，有效组织、切实做好各项防汛防风工作，以及灾后重建工作。

战前部署严阵以待 镇村网格快速联动

从今年第5号台风“杜苏芮”的步步逼近到狂风暴雨，再到台风过境抢险救灾，晋江市深沪镇闻令而动、迎风而战，全镇上下众志成城，全面
开展防台风工作，齐心协力打赢防抗台风硬仗，最大限度维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守护家园。

28 日 9 时 55 分，“杜苏芮”在晋江沿海登
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5级（50 米/秒，
强台风级），伴随着暴雨，破坏力惊人。受其影
响，深沪镇辖区道路出现树木断枝、倾倒，淤
泥，积水等情况。

这次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泉州的最强台
风，而华峰海堤扛住了。

暴雨狂风减缓，深沪镇干部群众穿上雨衣、戴
上帽子、穿上雨靴，走上街头巷尾开展道路清障。
同时，供电所、自来水公司等也在争分夺秒抢抓排
查修复，全力推进电力、自来水恢复工作，确保尽
快恢复正常生活生产秩序。

28日 11时 45分，深沪交警中队巡逻至沿海
大通道科任自在海段时发现，该路段双侧积水严
重，积水路段长约 100米，造成交通中断。据悉，
造成积水的主要原因是大风刮断的树枝、树叶堵
住下水道的隔水篱。随即，交警中队机动队立即
送来疏通工具，开始疏通下水道。12时 37分，下
水道疏通，积水消退，道路交通恢复。

台风过境，沿海大通道被倒伏、断枝的树
木阻断，看着这些受损的木麻黄，大家心疼不
已。

“特别是沿海大通道这一段，离海太近，地处
风口，常年刮北风，树木要存活十分不易。”深沪镇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前沿海大通道刚通车时，
配套的绿化植物没有存活。经过多轮树种的尝
试、选择，种植技术的改进和精心养护，才有了这
一片沿海防护林。

沿海防护林是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起着防
风固沙的重要作用。当时沿海防护林还没生长起
来的时候，路上常常堆积着沙子。

“在台风预警后，我们第一时间组织修剪队伍
对沿海树木进行修剪，最大程度减少损失。”深沪
镇相关负责人说，在 28日下午，市镇两级第一时
间组织专业力量来到沿海大通道，清理道路，恢复
畅通，同时把倒伏树木扶正、栽种并加固，尽量挽
救受损树木。

抢救树木是深沪推进灾后重建的一个缩影。
29日，深沪镇党政主要领导带队前往电力、自来
水、热电等要素保障部门及部分村、企业、主干道、
河流、非景区景点等，现场检查辖区台风后受灾及
恢复情况。

当天，各村（社区）也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
序组织转移人员返回原住所。

面对超强台风“杜苏芮”，深沪镇上下一心、
同舟共济，无人伤亡。在深沪干群齐心协力下，
深沪镇因灾受损绿化道路已基本清理畅通，生
产生活秩序基本得到恢复。

科任村三面环海，一面靠山，地势较为陡
峭。27日傍晚，随着台风“杜苏芮”路径变化，
在晋江沿海登陆风险陡增，科任村新增 64名
需转移群众。

当晚，在科任村党群服务中心，一张地图
平铺桌上。“立即入户动员转移靠近海边的这
些群众。”市镇村三级“挂图作战”，并随即组
织人员入户动员。

沿海村民集中在第三网格，其他网格的
支援力量也一起入户。

“我在这里生活了六七十年了，什么风雨
没见过。”村民老陈一开始并不愿意转移。工
作人员耐心和他分析当前台风的严峻形势，
并举例 2016年台风“莫兰蒂”带来的严重破
坏，最终说服老陈，将其转移至位于深沪东山
村的女儿家中。

与时间角逐，下沉力量到网格。科任村
在当晚11时左右，将64名群众全部转移。

“经过摸底排查，共有5户13名需转移安
置对象，是居住在第三网格和第四网格的‘新
坑边人’，请于今天晚上 6时前完成转移。”26
日，深沪镇坑边村党支部书记赖文艺确定转移
对象后，和网格工作人员一起入户开展转移动
员工作。网格员耐心地分析潜在危险，想各种
办法联系亲属、房东等，完成人员转移。

到了 28日凌晨 4时，村里在巡逻时发现
一户原本无人居住的危房还亮着灯，村干部
和网格员第一时间赶了过去。

原来，这一家六口临时从外地返回，还不
清楚情况，村里第一时间将 6人转移至安置
点。最终，坑边村一共转移群众19人。

结合后山社区海岸线长、海域面积大的
实际，连日来，后山社区第一网格网格长吴奕
澈、第二网格网格员陈茂容组织志愿者在沿
海一带穿梭巡逻。7月26日凌晨2时左右，他
们巡逻至渔港路路段时发现有 3名群众在钓

鱼。经过网格长、网格员的耐心劝导，垂钓人
员才收拾渔具离开。

在运伙村，转移群众安置在深沪镇敬老
院，依托敬老院食堂为群众免费提供餐食，让
群众安心避险。

同时，深沪镇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做好防台防汛宣传工作。线上，网格员通过
网格微信群、朋友圈等方式发布台风预警信息
和防台风知识；线下，80余名机关事业单位党员
干部迅速下沉网格、直扑一线开展防台工作。

此外，深沪专职消防队主动防御，积极响
应，妥善处理警情十余起，入户抽水开路，救
援受困群众。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拉绳接
力救援，营救起一名落水群众。深沪镇 70多
名退役军人，组成19个防台风小分队，深入全
镇各村（社区）、主干道、深沪中心渔港及重点
在建工程现场，发挥退伍不褪色的精神，在防
汛救灾中发挥积极作用。

在台风面前，深沪干群逆风而行，共担风
雨，筑起防御台风的安心家园。

后坑村灾后迅速处置倒伏树木。

埭头村入户转移群众。

在石龟村安置点，转移群众正在吃午餐。

深沪综合执法队在台风前拆除广告牌。

坑边村入户转移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