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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光 无畏

7月 27日下午，我接到通知，要做好“追风”的准备。
这是我成为记者后，第一次面对台风。我满怀热血，在脑
海里勾勒出一幅幅画面——我手握麦克风、环抱大树，任
它风吹雨打仍播报不断……

不过，我终究没能冲锋在一线。“你去应急指挥中心，
及时回传最新动态！”接到任务后，7月28日早上6时，我
抵达指挥中心和同事完成交班。和外面的狂风暴雨相
比，指挥中心就像是“避风港”。有一瞬间，我为没能和同
事共担风雨而感到失落。

指挥中心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工作人员紧盯着监
控画面。我很难想象，他们是通宵达旦地奋战。紧张的
气息笼罩着我，我真切地感受到一场硬仗要来了。

“倾尽所有力量！”台风登陆在即，所有人的工
作节奏不断加速。9时50分左右，在外巡
查的工作人员就近躲避，我的心也紧紧
地揪了起来——台风是不是要登陆
了？我要第一时间传达消息！

9时 55分，台风登陆了！马上
回传！

紧接着，根据指挥调度，我
在最短时间内编辑好一段文
字，与后方同事配合，不仅将
台风登陆的消息及时传回，
还提醒群众继续执行“三
停一休”。没过多久，视
频转发量达1000+。

外头狂风骤雨令
我生畏，而指挥中心
里的无声风雨让我
心安。他们在前线
看不见身影，却也昼
夜在岗、挑灯夜战，
为我们筑起了安全
的“避风港”。感谢
有你们！

指挥中心里的无声风雨
时政部记者 杨静雯

连日来，看着台风过后的城市在大家
的齐心协力下，快速重归美好，我的脑海里
再次浮现那句“人生当苦无妨，良人当归即
好”。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再苦再累也没
有关系，只要我爱的人可以安全回到我身
边就好。”简短的12个字，似乎道出了防御
台风之下众多逆行与坚守背后的初心。

台风“杜苏芮”来袭，街镇是防御台风
的主战场。作为一名街镇记者，我深知自
己的责任——用文字、镜头去反映防台风
一线最真实的情况，做好宣传、提醒等相
关工作。

7月 27日，赶在台风到来前，我走访
了挂口街镇的村居，希望能更加详细地了

解基层村居在台风来临前都做了哪些准
备工作。当天，在灵源灵水社区，我见到
了在安置点避险的群众。得知他们居住
生活都有保障，我第一时间将消息回传，
让信息以视频方式触达群众。同时，我首
次尝试直播连线，通过镜头反映一线干群
如何合力做好台风防御工作。

台风登陆当天，我的工作从线下转移
到了线上，时时关注所挂口街镇防汛群，
实时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此后，随着结
束“三停一休”，我的工作重点转移到聚焦
一线工作人员的抢险救灾工作情况。政
府相关职能部门、供水供电保障单位、民
间救援队伍、村居一线党员干部、志愿者、

居民群众……采访中，我见证了一个
又一个尽己所能付出的人，相

信他们的每份努力，都
在温暖这座城。

7月26日晚，本报“追风”行动直播方
案出炉。作为耐扛风的胖子，我成功进入

“首发”名单。
“追风”的经历，以往有不少，但这一

次要面对的是“最强台风”，胖子的心里也
有些没底。

7月 27日上午，作为第一批直播团
队，我们一行三人迎着大风来到了龙湖镇
海边的村子。刚下车，迎面扑来的是飞扬
的尘土。台风逼近，几名工人正在加紧做

最后的堤岸加固——顶格应对台风，
人人都在跟台风赛跑，而且必

须跑在台风前面。
刚到前方，后方
的指令也到了：

沿海第一
线

的情况抓紧出视频！
赶鸭子上架，为了及时报道台风来临

前的“第一现场”，容不得我纠结了。一部
手机、一个摄像，还有一个不停提醒我“不
要紧张”的同事，以及毫无直播和出镜经
验的我，匆匆开始了此次“追风”行动的首
次直播。当然，这也是本人直播连线的

“首发”。
“追风”直播，不仅有紧张，也有暖

心。当天夜里，为了直播群众避灾的情
况，我们来到了永和镇玉溪村小学安置
点。

“这里东西很齐全，你们需要什么也可
以提出来，大家安心住下来就行了！”一走
进安置点，我就看到村干部正在安抚转移
避灾的群众。此时，与室外大风如猛兽呼
啸的景象相比，这里的人们从容且安心，他
们唠嗑闲谈、举杯小酌、看书备考……

每一次风雨肆虐，这座城市都全
力应对、竭力守护。作为新闻

人，我们也时刻准备着、一
直在路上。

追风“首发”遇见“走心”安置
街镇部记者 王诗伟

人生当苦无妨 良人当归即好
街镇部记者 林伊婷

我来晋江工作已经 16年了。沿海地区台风
年年都有，但今年这个很特别。

7月 28日上午，我很早就到报社等待任务安
排。站在18楼往外看，狂风暴雨正在这座城市间
肆虐。那一刻，我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

“领导，可以出去了吗？”
“现在外面风雨还很大，安全起见，等等再说。”
身为摄影记者，我本能地想要抓拍台风最现

场的画面。我焦虑地绕着 18楼的窗台走了一遍
又一遍，企图找到一个好的视角，拍摄超强台风下
的城市景象。

等风雨稍微变小的时候，我终于坐不住了，跟
着同事一起驱车上街。在市区主干道上，行人车
辆都很少。我也切身感受到“杜苏芮”的破坏性有
多强，沿路甚至有整排的树木被风吹倒，有的横在
路中间，导致车辆无法通行。不得已，我们的采访
车只能多次绕路。

行驶到塘岸街的时候，我突然听到车子下面
传来异响，司机觉定下车看一下。我看他个头比
较大，蹲下来看底盘可能会比较吃力，随即也拿着
雨伞跟着下车。相比司机，我很瘦小。我趴在地
上检查车底，在右前轮下的底盘处找到了卡住的
树枝，伸手将树枝清理了出来。

我们继续前行，一路上，拍到了市政人员在清
理下水井口，加快积水迅速排出；拍到了风雨中，
救援队队员拿着电锯切割倒伏的树木……我很
庆幸，我们不但一路平安，还顺利记录下了温馨的
救援画面。

7月 27日晚 7时，我正在家吃晚饭，突然接到任务，要
前往池店安置点采访，并进行连线直播。我和同事火急
火燎地赶往目地的，因为是首次连线直播，我们一路上都
很紧张。

首站是池店唐厝村安置点，这里安置有 11名新晋江
人。我们与后方同事沟通完后，便启动了直播。事实上，这
场直播前后就十来分钟，但结束时，我俩已经一身汗了。

第二站是池店村安置点。这一安置点设在小学里。有
了上一场的经验，这回直播，我们也从容了许多。但考验总
是来得猝不及防，原本定好的采访对象突然“消失”，我们只
能随机应变、就地取材，对着安置点提供的饭菜进行介绍。

这两场直播结束时已是晚上9时许了，一路上车少、人
少，整个城市安静得让我有点害怕。

第二天，我开启了第三场直播连线，这次的目的地是位
于东石镇的侨声中学安置点。

7月 28日清晨 7时 30分，风雨交加。从家里走到小区
门口，才几步路我便全身湿透。一路上，狂风大作、暴雨如
注，但因台风很快就要登陆，我们没有回头路。水淹了绕
路、树倒了避开、障碍物挪开……一路闯关，与台风赛跑，我
们终于在台风登陆前安全抵达了。

三个安置点，三场直播连线，我看到在灾难面前，大
家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台风无情，但在安置点，我却倍
感温暖。

这次的最强台风“杜苏芮”让我记
忆深刻。不仅因为它是“最强台风”，
更是因为大家身上那股“一家人一条
心，一起拼一定赢”的精神打动了我。

考虑到这次台风风力不小，我又
较为瘦小，领导并没有将“追风”的任
务派给我。于是，我便待在家里，对接
各大国企，及时了解他们抵御台风的

相关信息。
那一天，我守在电脑前，生怕错过

任何消息。一边与建投控股集团、产
业集团等相关负责人积极对接，询问
他们当前状况；一边看着采访群里不
断发回的各种台风动态。因为还没搜
集到有用信息，我开始心急如焚，直到
报题群里突然有人提到了“供水”！

对呀，供水情况是当下市民最关
注的话题。我立即打通产业集团权
属企业晋江自来水公司负责人的电
话。“你好，目前自来水厂的供水情况
如何？”“因狂风骤雨对泵房高压配电
系统等造成影响，公司已第一时间组
织抢修，保障市民的供水安全。”……
了解到该信息后，我迅速整理成稿
件，让市民第一时间了解晋江供水信
息。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这座爱
拼敢赢的城市里，大家不仅敢闯、敢
拼，更有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的决
心。见证他们的事迹，用笔记录他们
抵御台风的瞬间，是作为新闻媒体人
的担当。我很自豪地说：“我做到了！”

走，到抗台风一线去
全媒体编辑中心记者 董严军

三个安置点 三场直播连线
全媒体编辑中心记者 陈巧玲

一起拼一定赢 专刊部记者 唐淑红

今年第 5号超强台风“杜苏芮”在晋江
沿海登陆，带来的狂风暴雨致使树木倒
伏、路面积水，通信网络亦遭受严峻考
验。面对这场“大考”，中国电信晋江分公
司党总支迅速吹响冲锋号，启动防汛防台
风应急预案，尽锐出动，奋战抢险一线，分
秒必争保通信，用心服务显担当。

截至 7月 31日，晋江电信累计出动人
员 687人次、车辆 256辆次、应急油机 160
台，完成超 500个站点的抢通工作，保障 39
个停电机房正常运作，实现 95个机房“零
退服”、OLT“零阻断”、主干及以上光缆“零
障碍”、967条城域网中继链路“零障碍”，
实现晋江电信网络全域全过程畅通，在泉
州电信系统内率先恢复到灾前水平。

灾情就是冲锋号，通信就是生命线！
在省市领导的正确指导下，中国电信晋江
分公司党总支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制定防
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周密部署防范措施，
提前发布集结令。各党支部迅速响应，党
员团员及骨干精英主动请缨，仅 1小时便
组建 35支党团通信应急保障队伍，完成抢
险救灾力量储备。台风登陆期间，领导班
子及各条线、各分局负责人积极落实市防

指及属地政府要求，72小时带班值守，统
一调度、优化防抗举措，深入一线、靠前指
导应急抢修工作；骨干力量在关键点位 72
小时轮班值守，实时关注汛情变化和灾害
预警，保障机房无退服、光缆无故障。

为降低台风登陆对通信网络带来的
影响，中国电信晋江分公司严阵以待，党
员团员带队开展重要机房、全域缆线隐患
整治及通信杆线专项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持续推进隐患闭环管理，多轮次、常态化
开展重点机房巡检及隐患回头看，确保隐
患及时整改。台风登陆前，累计整治隐患
210处，其中缆线隐患 84处，接入箱体隐患
12 处，杆路隐患（裂痕杆、斜杆、废杆等）
102处，并在台风登陆前进行新一轮加固。

为加速台风登陆期间的网络抢修及
保障重要政企客户的网络，中国电信晋
江分公司坚持网络先行原则，落实重要
节点双路由保护、重要路由管道化，保持
相对均衡的城域网及有效双路由保障，
确保应急指挥部门及党政军等重要单位
通信网络稳定。同时，前置应急抢修力
量，35支党团通信应急保障小分队，按专
业分组下沉到各镇街，路走不通，劈树开

路；积水严重，手搬油机，高效奋战抢通
断电基站；安排专业骨干 24 小时驻点重
要政府部门，最大程度确保及时响应、高
效抢通政企专线。台风登陆期间，抢通
专线 18条，确保相关部门防汛防台风、灾
后重建指令有效快速传达，全力支撑灾
后重建工作。

为加速灾后网络修复，中国电信晋江分
公司坚持“边抢修、边排障”。聚焦断站站
点，按照轻重缓急倒排抢通计划，12小时、披
星戴月抢通 25个A、B类断站站点，夜以继
日、争分夺秒抢通其余断站站点；远程网管
60小时全程实时管控运行动态，快速调换异
常油机、及时补给油料，确保所有机房设备
正常运行；全区抽调智慧家庭工程师火速支
援沿海、暴雨区域，截至8月1日下午，清理
用户故障超 5000个，确保业务故障及时沟
通、处理到位。

同时，积极发挥通信传媒优势，多轮
次协助晋江市防汛指挥部、晋江市公安
局、晋江交警大队等发送安全警示公益短
信，累计发送超 70万条，提醒广大用户做
好人身安全，高效率、广覆盖传递相关政
府部门对人民群众的暖心关怀。

分秒必争守护通信“命脉”用心服务彰显央企担当
——晋江电信防抗“杜苏芮”纪实

本报记者 林小杰

加固基站设备。 恢复基站供电。 抢修掉落线路。

检查油机冷却液。连夜搬运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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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出

击，全景式呈现一线防抗台风的动人场景。今天，让我们继续倾听这群“追风人”

的故事和心声，深入了解他们心中的无畏与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