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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杰，明天你加入防台风直播小组，听从领导安排。”
接到指令时，我以为依靠自身的“吨位”，终于获得了台风天
外景直播的机会，脑子里瞬间浮现出记者在狂风骤雨中嘶
吼着播报新闻的画面。不过，任务派下来时才知道，我得驻
守在晋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接收最新信息。

7月 27日下午，我约了晋江市气象台台长，并驱车前
往对接直播连线事宜。对接好直播后台，终于要进行人
生的第一次直播连线时，我却紧张到嘴瓢。“大家好，我是
晋江……”一开场介绍自己时，脑子一片空白的我，大概
停顿了 1秒。因为是现场直播，我只好重新讲了开场白，

“大家好，我是晋江经济报记者林小杰，我现在所处的位
置是晋江市气象台……”此时，我的心里十分慌乱，面上
却假装镇定，将连线进行到底。

直播连线完成后，我又马不停蹄赶回指挥部蹲守，部门
的工作人员已经提前进驻到指挥部。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各
种突发情况，大家基本都没有休息，累了就在原位小憩。

7月28日9时55分，“杜苏芮”在晋江沿海地区登陆，成为
今年以来登陆福建的最强台风。但因指挥部提前部署，32644
名危险区域人员提前转移，晋江实现了“零事故、零亡人”。

7月 29日零时 30分，夜深了，终于结束采访的我驾车
行驶在世纪大道上，此时已是畅通无阻。

时政部记者 林小杰

7月28日5时，台风“杜苏芮”改变风向，直
奔晋江而来。

“7 时 20 分出发前往东石！准备台风直
播！”当天早上 7时 7分，还在睡梦中的我接到
紧急采访任务，于是带上话筒就匆匆出门。

一路上，摇摇欲坠的枝干、抛锚的车、倒下
的广告牌……目之所及的景象，不断加剧我的
紧张和担忧。

在距离位于东石镇的侨声中学安置点不
到100米的地方，路被倒下的树挡住，车辆没办
法通过。“你们别去了，太危险了！台风马上要
来了！”侨声中学工作人员拦着我们说。同行
的记者回头对我说：“冲不冲？就这几分钟跑
过去，不然等下真过不去了！”

容不得丝毫犹豫，我当即决定跟着同事一
起跑到安置点。短短几十米的路程，风雨交
加，小跑的过程中，我的口鼻被迎面而来的大
风堵住，完全没办法正常呼吸。

离安置点最后3米，风力再次加大，我只能
扶着墙壁，一步都迈不出去，像是被台风狠狠
地按在墙上并“扇了几耳光”。同行的记者回
头见我没跟上，就一手拉住安置点的大门，一
手拉了我一把，我才安全到达安置点。

在安置点，群众比我预想得更配合。由于
天气恶劣，午餐到中午1点才送到，但大家都毫
无怨言。在分发午餐时，一位好心的大姐还带
着家人帮助工作人员一起分发，有说有笑。“好
吃！”“没想到还能喝到热乎乎的汤！”“谢谢你
们！”……群众的热情回应，工作人员的暖心守
护，令我感动。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给了我们
这群逆“风”而行的人更多的勇气和动力！

全媒体编辑中心记者 刘紫萱敬畏——是在近距离采访防抗台风“杜苏芮”
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

“台风将在晋江沿海地区登陆！”7月 28日 6
时 30分许，获知这一情况后，作为挂口东石镇的
记者，我立即向报社请求增援采访力量。采访车
原定8时30分出发，也提早到7点20分。

树木倒伏、路牌歪斜、多处积水、红绿灯失
灵……从世纪大道赶往东石的路上，台风“杜苏
芮”的破坏力，让我们倒吸一口冷气。

8点许，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我和同事避过
多处积水，艰难抵达东石镇临时安置点之一的侨
声中学。途中，因采访车受阻，同事赖自煌下车清
障。车门刚推开，就被狂风又“摁”回去，赖自煌的
额头被撞，瞬间鼓起一个大包。

此时，学校地面一片狼藉，到处是被吹断的树
枝，有的路灯也倒伏在地……从下采访车到临时
安置点大楼不足100米的路，我们走得呼吸困难、
胆战心惊。

还差50米！突然，一阵狂风袭来，我掉队了，
只好躲在墙边避风。反正一时也走不过去，我举
起手机，拍了段狂风大作的视频，传回后方。

“走过去危险，不走过去更危险！”我给自己壮
壮胆，瞅准狂风减弱的间隙，继续前行。

走进安置点大楼，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
来。此时，300多名群众在一间间学生宿舍里，正
悠闲地聊着天。工作人员开始给他们分发早餐，
我们随即连线报社直播间，开始直播。

户外危险重重，室内安心淡定。我想，这也是
晋江克服重重困难，连续多日坚决转移数以万计
处于危险地带群众的原因——台风天里，群众的
安全才是第一。

而对于台风，我们也应保持敬畏，它的威胁
力、破坏力不容小觑。

街镇部记者 许春

这次台风，对于我这种瘦子来说是一种考验，因为它很
“强”。

台风来前，我听说这一次是超强台风，所以后续追风
时，我把能带的设备都装上，为了给自己加重。

7月27日，台风登陆前，部门主任按往年惯例派我前往
晋南沿海地区采访。第一站，我来到了龙湖衙口海边，此时
景区已经临近关闭，海边还有少量游客。

我跟随景区工作人员、民警到海边，劝说游客离开。此
时，已经起风了，风卷起细沙，四处飞舞。我的嘴里进了不
少沙子，体验了一把“吃沙”。

第二站来到金井镇围头村的海边，村里已经做好了隐
患排查、人员转移和景区关闭等相关工作。17时许，我跟
随工作人员来到外来渔民集中居住的棚户区，一个大浪拍
了过来，我尝到了一口“海鲜汤”。

台风“杜苏芮”的破坏性很强，在台风过境后，我与同事
小董一起驱车去“扫街”。在市区主干道上，路边许多树木
倒伏，地上还有落叶和断枝。此时，已经有工作人员和群众
在路上清理阻碍交通的树木。在平时容易积水的地方，市
政人员忙着清理堵塞下水口的杂物。我们用手中的镜头记
录了晋江快速恢复的一幕幕，也从镜头中感受到往日的美
好正慢慢复苏。

有幸参与登陆泉州最强台风“杜苏芮”的报道，累并快乐着！
7月 27日，我和同事培仁、汉阳三人被派往金井，迎着围

头海边扬起的细沙，我为同事培仁拍了同期声；站在溜江防浪
堤上，汉阳为我拍了同期声。

7月 28日 15时，风停雨小，我和同事秦越到英林镇英埔
中心小学安置点，蹲点对话安置人员，现场连线直播，并赶回
报社加班写稿。

7月29日，我又到西园街道王厝社区做现场连线直播，关
注专班人员对水位上涨值守的故事。

……
马不停蹄的行程，让我着实压力不小。
出镜、连线直播、录播，全媒体的工作给我这种“媒体老

人”带来新的挑战。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参与、主动融入，
让自己收获新技能。这次，感谢前后方兄弟姐妹的支持和指
教，让我在追风的 3天里，连线直播 3次、录播 2次，以致后来
对着镜头都不那么紧张了；感谢夜班兄弟姐妹的精心编辑，让
我采写的新闻素材刊登在第二天报纸上，并在朋友圈传播。
当然，这个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提升。
我期待在往后的直播连线中不紧张、不结巴，期待新闻采访视
角更独特、内容更鲜活！

连日来，聆听了74岁党员义务守防护堤、隐患区域24小
时值守的网格员、安置点传出欢笑声等温情故事，他们的故
事，让我动容。

台风呼啸而过，风雨中的苦和乐，值得自己品味！

街镇部记者 王昆火

7月28日清晨7时许，5号台风“杜苏芮”以每秒50米的
速度向晋江沿海地区移动。与此同时，我正驱车以50码的
速度驶向报社。

出镜连线直播、回传现场画面，是我当天的任务。前行
途中，部分路段已出现积水，树木也倒伏不少。车窗外狂风
乱作、暴雨倾盆，一旁的手机震动不停，各大微信群正热烈
讨论着台风登陆路径。

当天，我开始时刻关注着各方消息，向挂口街镇询问动
态，紧张与不安始终萦绕在心头。直到晚上，得知此次台风
过境后，晋江交出“零事故、零亡人”的成绩单才彻底松了一
口气。

对这个成绩单，我并没有感到意外。
时间拨回到台风登陆的前一夜，我与同事小董前往新

塘街道杏田小学安置点探访，并进行现场直播连线。
“我们这边给转移群众配备了一日四餐，其中一顿是夜

宵。”当点位负责人王春波在直播连线中介绍安置点情况
时，我便暗暗赞叹工作人员的细致与贴心，而该点位全区域
覆盖了Wifi则是让我惊讶不已。

此次新塘共转移了1264人，时间紧、任务重，能够保证
基本的食宿供应及应急措施已经是相当了得，而该点位还
实现Wifi全覆盖。

其间，我试着按墙上张贴的Wifi账号密码连接了下。
结果，信号满格，网速流畅！

如果说，实行“三停一休”、提前组织转移居住在危险区
域的群众，并提供完善的食宿供应、后勤保障，侧面反映的是
晋江准确果敢的超前预判；那么，这满格的Wifi则体现了晋
江温度，它拉近的不仅是转移群众与互联网的距离，更传输
着晋江这座城市对每一个市民的惦念与牵挂。

街镇部记者 许金植

台风来临前，作为报社全媒体演播室的成员之一，我一
直在思考着要如何通过刚搭建好的演播室平台，将台风动
态、一线消息传达给市民朋友。

在晋江市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后，报社领导立即提出
开设直播栏目《台风“杜苏芮”超长直播》，全天候全方位
报道台风。我们临时组建直播团队，并赶在台风来临前
在金井、深沪等重要点位设置固定机位。在超过 90小时
的直播过程中，我们通过预设的机位，穿播 42路记者现场
连线、台风实时路径等画面，并通过主播连线互动、更新
发布台风预警信息和防台风知识，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达
百万人次。

而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报社所有一线记者在台风中
“逆行”。作为此次直播团队的一员，看着一线记者拖着疲
惫身影仍坚持出现在镜头前进行直播连线，看着镜头背后
的拍摄人员宁可雨水打湿自己也要护着机器，看着主持人
扯着嘶哑的嗓音进行播报，看着导播日夜不停地“作战”，我
深深地感动着。追风“杜苏芮”，我们都是强者。

当然，我也想为自己的“勇猛”点个赞！在台风登陆的
前2个小时，我不顾家人的阻拦，冒着狂风暴雨从泉州赶到
报社。作为一名车技一般的女司机，在这种极端天气出行，
印象足够“深刻”！但我觉得越是这种时候，我越应该和大
家一起并肩作战。

“追风”我们都是强者

全媒体编辑中心记者 颜雅

“你住在东石，明天就地直播东石台风天的情况。”7月27
日晚上，我接到了本报领导派来的任务。当天晚上，我第一时
间下载并测试好直播软件，并把第二天可能出现的设备及软
件问题都提前规避了，这才安心去休息。

7月 28日，天还没亮，我就听到了窗外的风雨声。我知
道，一场硬仗就要到来了。9时40分，我计划到户外进行直播
连线，刚到一楼，走出电梯的一瞬间，就感受到了强大的风
力。我正要走出小区，却被狂风“扫”回来。无奈之下，我重新
回到楼上，找到一个可以看到外面的楼道，以狂风暴雨为背
景，向大家直播了台风过境时的东石天气。

而我的同事，在晋江的各个地方，实时向市民传送抗击台
风最新的信息。暴雨倾盆，道路被淹，大树被连根拔起，台风过
境留下一片狼藉。然而，在这片狼藉中，出现了许多工作人员、
救援人员和志愿者的身影。他们或许不是英雄，但他们的付出
与坚守，构成了一道道无形的坚固防线，守护着我们的家园。

在这次台风中，见证了无数感人的瞬间。每一个细节都
是正能量的体现。尽管台风达到了15级，给我们的家园造成
了一定的损失，但希望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在自然灾难
面前，人性的光辉在闪耀。

产经部记者 曾小凤

台风，又来了！我也再一次踏上了追风之路。我想着，超
过100公斤的体重，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吗？

“追风”多年，这一次与众不同，因为“很大”！5号台风
“杜苏芮”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泉州的最强台风。与此同
时，报社派出 40多名记者，采用现场直播连线、视频号推送、
微信推文及版面报道等方式多渠道全方位关注台风动向，紧
盯全市抗台情况，本报“追风”的阵势也很大。

7月27日，看着“杜苏芮”直奔晋江而来，报社派员兵分两
路前往晋南追风，而我和同事昆火、汉阳一路，直奔金井。

来到围头村，我们首先要寻找适合直播的固定机位。在
围头村党委宣传委员吴宏霈的推荐下，我们顺利在一家餐馆
的五楼架好机器，随即驱车前往沿海各村了解海岸风浪和各
村的防御准备工作。

“杜苏芮”步步逼近，虽然没有雨，但在沿海，大风推着海浪
拍打礁石，激起数米高的浪花，令人生畏。走访过程中，常常会
遇到巡逻队员前来劝离。那一刻，他们的坚守，让人感到温暖。

印象最深的是在溜江村，默默守护在防浪堤旁的74岁老
党员陈祖榜。为了劝离台风天前来海边的游客，陈祖榜从早
上8时一直守到晚上7时。“台风天很危险，有时候一个巨浪打
来，人就会被卷入大海。”有着几十年讨海经验的陈祖榜深知
其中危险，他选择用自己的坚守劝离一个又一个的游客。

虽然这次的台风“很大”，但有人在默默“逆行”，他们是坚
守者，也是守护者。他们无名，却让世界更美好。

街镇部记者 蔡培仁

7月 28日上午，超强台风“杜苏芮”在晋江沿海地区登
陆。接到采访任务，我被派往东石镇。

在侨声中学安置点，屋外，狂风大作、暴雨倾泻；屋内，安
置群众谈笑风生、怡然自得。“没什么好担心，政府把我们转移
到这里，还提供餐宿、医疗服务，不害怕。”安置群众李大姐
说。其他人连连附和。

下午 2时许，台风过境，我们返回晋江市区。回程路上，
晋江各级各部门快速投入灾后救援、抢修，群众自救的场景也
是屡屡可见。灾情过后，政府部门、普通群众的快速处置、积
极应对，他们奔波在路上的身影，让人心安。

7月29日上午，受强降雨及上游水库泄洪影响，九十九溪
磁灶支流水位升高，沿线村庄部分民房受淹。接到采访任务，
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磁灶。

现场，镇村干部全部下沉一线，靠前指挥；消防队员、社会
救援力量全力投入受困人员救援、转移；各类大型应急抢险装
备准备充足，随时应对突发状况。

当天下午，晋江市紧急调度10个镇街的抢险救灾队伍待
命，随时驰援九十九溪流域沿线；磁灶镇联动晋江市应急局紧
急组织社会救援力量120多人，预置皮划艇、冲锋舟等救援装
备；磁灶全镇 52个临时安置点做足准备，为可能的群众转移
安置工作提供保障。

面对险情，晋江市、镇、村及社会力量的高效联动、周全应
对，让人心安。

7月 29日 22时许，九十九溪磁灶支流险情解除，所有人
悬着的心，此刻终于放下。

奔赴在防汛抗台前线，站在自然灾害大事件面前，我们采
到了最好的新闻——一切安好！

街镇部记者 赖自煌

从满格Wifi窥见晋江温度

第一次直播连线
紧张到嘴瓢

负“重”前行

全媒体编辑中心记者 秦越

风雨中的“心安”

见证闪耀的人性光辉

又一次“追风”，这一次“很大”！

“逆行者”的苦和乐

敬畏台风 被台风按在墙上
“扇耳光”

面对今年第5号台风，同时也是晋江“史上”最强台风“杜苏
芮”，7月26日起，本报全媒体总动员，派出40多名记者奔赴晋江
19个镇街、经济开发区，用脚步“丈量”台风直径，传播一线鲜活故
事；全媒体演播室第一时间组建直播团队，在微信视频号开通《台
风“杜苏芮”超长直播》，直播总时长超90小时，在线观看人数达
百万人次，“融”聚最强音。

今天，让我们一起倾听这群“追风人”的故事和心声，从他们
的视角再现晋江上下同心防抗台风的动人场景和精神风貌。

“融”聚最强音
全媒体出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