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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必须抢抓
时机，与时间赛跑。

“渔船、渔排、海上养殖、农牧业
作为防灾减灾工作重点，必须把可能
遇到的各种灾害想得再深一点、防范
措施做得再细一点。”在部门召开的
防汛防台部署会上，晋江市农业农村
局局长陈高攀强调。为此，晋江市农
业农村局提前做好分析研判，进一步
细化深化应急预案，确保灾情发生时
得到及时响应和有效处置，力争把灾
害降到最低程度。

自晋江市启动防台风 IV级应急
响应后，晋江市农业农村局派出三支
队伍，进驻深沪、金井、陈埭等7个沿
海镇，以督促渔船回港、渔排人员转
移为重点，深入码头、澳口，联合属地
镇逐船、逐排清点排查，确保全市
420艘渔船全部在港避风，320口渔
排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全市启
动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后，三支队伍
就地驻勤一线港口，实行 24小时值

班值守；晋江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中
心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防御
台风工作，抢收早稻、蔬菜，加固设施
大棚，疏散居住在田间的农场工人；
海洋与渔业技术服务中心深入一线，
指导养殖户做好养殖棚舍检查加固，
网箱框架和网衣检查、加固，锚泊系
统检查、加固，水电线路排查、排水等
防灾工作……

7月26日，晋江市农业农村局抽
调 45名 40周岁以下的男青年，成立
青年抢险突击队，并分成农牧分队和
渔业分队，迅速进入“临战”状态，随
时准备投入农牧渔业抗灾救灾第一
线。同时，储备了头盔等五小件抢险
物资60套、对讲机10个，确保抢险物
资到位、人员到位。

快速集结、全员待命，在这场防
御工作中，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充分发
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争分夺秒落实各项应急准
备工作，打好台风防御应对主动仗。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筑牢防御屏障 全力护航农业生产安全
本报记者 沈茜

今年第 5 号
台风“杜苏芮”已
离我们远去，晋
江市农业农村局

“三农”干部却没
有因此而松劲。
测量、测算农户
受灾情况，指导
农户加强灾后田
间管理，指导养
殖户做好养殖设
施修复，积极争
取上级政策和资
金……他们依然
马不停蹄地奔走
在田间地头和海
岸线上，只为最
大限度地降低台
风对农业生产带
来的损失。

从应对台风
到恢复重建，一
段时间来，晋江
市农业农村局闻
令而动、迎风而
战，切实做好各
项晋江市农牧渔
业重大自然灾害
的预防、应急处
置和灾后农业恢
复重建工作，全
力以赴、最大限
度确保农业生产
安全和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当前，晋江全市农业生产按下“恢复
键”。这背后，有一支“三农”干部队伍始
终在默默支撑。

7月 31日，晋江市农业农村局成立
“杜苏芮”台风灾后农业恢复重建工作领
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农业生产、牧业生
产、渔业生产和项目策划等5个工作组。

连日来，各工作组分赴田间地头、农
村基层、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服务保
障和督促检查等各项工作，切实做好灾
后农业生产恢复重建工作，以最快速度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此外，该局还策划 7个灾后重建项
目，投资额 1943万元。其中，温室大棚
重建项目4个，投资额1600万元；农业生
产设施重建项目 2个，投资额 265万元；
畜牧业重建项目1个，投资额78万元。

当前，各项农业生产恢复重建工作
正如火如荼进行中，相信晋江全市农业
生产秩序将很快恢复如常，农民脸上的
愁云也终将散去，恢复往日笑容。

台风过境，灾后恢复重建和复
工复产的号角已然吹响。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组织
农技人员赶赴各个灾情点“把脉、会
诊、开良方”，及时开展受损评估、重建
修复、保险理赔等工作，并多方调动资
源，全力以赴帮助群众恢复生产，切实
降低损失，促进保产保值。

7月 29日，台风登陆后的第二天
早上，暴雨如注。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种植业中心主任黄伟彬十分担心水稻
田的情况，冒雨前往磁灶洋尾村和前
尾村、东石兴发合作社稻田察看受灾
情况。

磁灶前尾村的李锦成的农场种有
300多亩水稻，台风来临前两三天，李锦
成就抓紧抢收前尾村的水稻，仍然还有
200亩因未达到采收条件而无法收割。
台风裹挟暴雨的突袭，使得剩下的水稻
陷入了风吹水淹的处境。

看着眼前浑浊的积水、满地的
淤泥和倒伏的电线杆，李锦成很是
惆怅。就在这时，黄伟彬出现在他
家田头。

“台风会影响水稻的结实率，且易
患病虫害，要加强病虫害防治，同时要
尽快排水，帮助根系透气。”现场，黄伟
彬提醒农户当前注意事项，力求最大
程度减轻危害损失。

在黄伟彬的积极协调下，当天
人保财险晋江分公司也立即组织专
员一同前往现场勘查和定损。了解
农田受损情况后，工作人员表示将
争取尽快为客户发放理赔款，缓解
客户压力。

“台风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损
失，但是各级领导、农业农村部门、
保险公司都下来指导关心我们，心
里觉得暖暖的，很感谢！”李锦成告
诉记者。

位于陈埭镇的闽禾一芳农场种植
了576亩水稻，台风前紧急抢收200多
亩，但剩下的300多亩全部“遭殃”了。

“别着急，看看还能不能尽量抢
收。”农场负责人吕建波一筹莫展
之时，前来查看灾情的黄伟彬看到
此时农场水位已经下降，便下田仔
细查看倒伏浸泡后的水稻受损情

况，指导吕建波尽力抢收，减少损
失。

和李锦成一样，吕建波也为水稻
购买了保险。“虽然赔偿金额和损失
金额还有一点差距，但也给我们吃了
一颗‘定心丸’。”吕建波表示。

“台风给农业生产带来损失已成
定局，我们必须抓紧指导农户做好灾
后恢复生产及重建，积极会同保险公
司对水稻、蔬菜、设施大棚等开展理
赔，尽量争取救灾资金，帮助他们尽快
渡过难关。”黄伟彬表示。

金井镇是重要的水产养殖区，盛
产鱼虾、鲍鱼、牡蛎等水产品。据统
计，受此次台风影响，金井共有 36家
水产养殖场出现养殖大棚倒塌、顶棚
掀翻损毁的情况，部分种鲍、种虾、鲍
鱼苗和虾苗死亡，给晋江沿海各养殖
户带来一定损失。

7月 29日起，晋江市海洋与渔业
技术服务中心主任赖永铅便积极联系
泉州市渔业技术人员，邀请他们一起
组成技术指导组，深入金井石圳、溜
江、围头、南江等村的受灾一线进行现

场指导，帮助
养殖户开展
防病减灾和
生产重建，如
及时清除积沙、
修补进排水水闸、
清除死鲍（虾）、加
固渔排、整理养殖设
施、清点损失情况等，
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连着多日的值班和一线忙碌奔
波，当记者看到赖永铅时，他的脸上写
满了疲惫。“最担心的还是后续修缮工
作需要一段时间，在这期间如果又下
暴雨，养殖户还会遭受损失。”对于养
殖户可能面临的挑战，赖永铅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

当前，他正在积极向省、泉州和
晋江市财政争取救灾资金，统筹用
于渔业设施重建工作。针对灾后
养殖中存在的病害防治和养殖设
施修复等问题，他还邀请上级水产
技术专家开展实地技术指导，做好
灾后防疫工作。

提前部署 筑牢“护农”安全屏障

深入一线“助农”尽快走出困境

多措并举
“为农”撑起一片天

7月28日上午9时55分，台风“杜苏芮”以15级的强
台风级风力登陆晋江沿海。台风过境，晋江交通运输系
统迅速投入全市的清障除患保畅通工作中。

7月31日17时，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黄清泉主持
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备战道路抢修清理工作会，并集结交
通运输系统各方力量，划分12个抢险小组，出动363人，
重点对晋南片区道路开展抢修清理工作。

随即，人员分配、车辆安排、后勤保障情况迅速上传
到晋江市交通运输局的工作群里，大家各司其职。

7月 31日 18时 30分，全局上下紧急出动，分别前往
社马路、龙狮路、晋南快速通道等 18条路段，对倒伏树
木、残枝败叶等道路障碍进行清除处理。

“因为时间紧迫，也没那么多的工具，我们来到社
马路后，就先对路边的树叶进行清理，把树枝搬到斗
车里。”来自晋江市交通运输局质监站的林逸峰是参
加行动的人员之一，7月 31日晚上到达“责任区”后，
他和同事们就没有停歇下来，周边的群众见状，赶忙
给他们递上了水。

而在金井贤林大道，晋江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总经
理高泉泓一边开展工作，一边提醒大家：“小心灌木丛，有
很多蚂蚁。”

在这支由交通人组成的道路抢修清理队伍中，有一
个小身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原来是晋江市交通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五中队中队长蒋增权的 14岁儿子，“一方面
想让孩子看看台风过境的晋江受到的伤害，一方面也想
让孩子加入到行动中，让他明白只有大家一同努力，才能
建设美丽晋江。”蒋增权说。

“他们非常辛苦，多亏了他们，这些道路通行才恢复
得更快。”7月31日晚，看到奋战在大深线上的交通人，晋
江市锦马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给大家送来了
11箱水和2箱面包。

次日上午8时，林逸峰根据工作安排，和同事们抵达
市域8号路继续进行道路抢修清理。“市域8号路倒了不少
树，我们需要将它们一棵棵扶正，然后用木桩加固，很多树
还要锯掉一些坏掉的枝干，因为没有机械，我们都是‘纯人
工’，会比较‘费手’。”虽然轻描淡写，但在烈日下工作一天
的林逸峰，脸上露出些许疲态。看着一棵棵被扶正的树
木，他说，“能为灾后重建出一份力，是我应该做的。”

这只是晋江交通人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的一个缩
影。在此次对晋南片区道路开展抢修清理工作中，他们
从7月31日18时许工作到第二天零时，第二天又从上午
8时一直工作到18时，中午也没休息，就为了能与时间赛
跑，尽最快速度清障除患保畅通。

晋江交通运输系统全员奋战

全力冲刺交通道路抢修清理工作
本报记者 阙杨娜 董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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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查看水产养殖场受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