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风过境，晋江一如往常——
或清晨，或傍晚，居民散步、遛娃、“话仙”的生活场景，在晋江全市286个物业住宅小区中随处可见；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忙碌的大型运输车辆来来回回，各大

项目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全市道路中“受伤”的绿树，在风雨之后，被扶正、栽植，重新沐浴在阳光之下……
今年第5号台风“杜苏芮”来袭，晋江全市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实现“零事故、零亡人”。
危难关头挺在前。从7月24日防御台风以来，在晋江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晋江市住建局全局响应，提早部署、多措并举，发动住建系统各方力量，凝聚

合力、奋勇向前、一线防抗，切实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疾风骤雨中展现住建担当。

守护人民守护城 晋江住建铁军挺在前
本报记者 蔡斯洵 陈巧玲

7月 28日下午，泉安路、绿洲路、机场连接线
等道路上，多出了很多头戴安全帽、身穿反光衣的
施工人员，正忙着清理道路两边倒伏的树木。他
们是晋江市山姆会员店及周边商业项目、池店南
片区景观水利一期、池店文教园、安腾一号、春江
天越等一批在建项目的工人。

早在台风登陆之前，晋江市住建局就号召本
地施工、一体化企业及在建项目组建防汛应急抢
险队伍，共计储备抢险队伍23支、应急人员389人
及吊车、发电机、挖掘机、水泵等专业设备，为防抗
台风提供了专业力量的增援。

灾后重建，争分夺秒。台风过后，在“抢救”倒
伏树木的“黄金期”里，晋江市住建局第一时间集
结响应，号召全局业务骨干及建筑企业立即集结、
投身一线，全力以赴投入全市道路绿化应急处置
行动中。

7月30日至8月1日，晋江市住建局再次组建
由局长陈荣松及8个科级干部所率领的园林绿化
抢险救灾先锋队，召集 52名干部，并于全市范围
内集结各建筑企业的建筑工人1000多人，全力投
入灾后各路段园林绿化恢复重建工作。

夜以继日、分片包干、设段定责，网格化推进。
“对于这些倒伏的树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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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同事的双手都伤痕累累，但大家
毫无怨言、坚守一线。”晋江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我们连续攻坚奋战，会同建筑企业工人
开展长达数十小时的作业。对道路沿线绿化做到
能扶尽扶、能保尽保。”

7月31日至8月1日，晋江市住建局组建的园
林绿化抢险救灾先锋队，对晋北片区的26条受损
道路全面疏通，扶正倾倒大树、清除道路障碍物，
确保群众出行安全和交通畅通。

7月 30日，晋江全市在建工
地实现 100%安全复工。台风
过后，能以最快的速度复工，离
不开提前部署。

时间回到 7 月 25 日。当天
上午，晋江市住建局召开防御
台风安全生产督导工作部署会
议，强调“杜苏芮”台风的破坏
性，部署工地、小区、危旧房屋
防御台风各项工作。会后，局
主要领导立即行动，带队实地
检查了晋京学苑、龙湖·御湖境
等在建项目，10 个专项督导小
组立即分赴各镇街对在建工
程、危险房屋及物业小区开展
督导检查。

房屋安全、工地安全是关
键。晋江市住建局第一时间向
各镇街、经济开发区发出《关于
加强第五号台风“杜苏芮”期间
房屋安全排查整治的通知》，督
促镇街立即开展老旧房屋巡查

工作。7 月 25 日起，晋江市住
建局开展全市在建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安全生产专
项检查，确保台风期间建筑工
地安全。

安置点是重中之重。7 月

27 日，晋江市住建局组织 10 个
督导组下沉一线督导，对各镇
街、经济开发区报送的 418个安
置点房屋结构安全进一步复
核，督促指导属地镇街做好临
时安置点安全防范有关工作。

“这次台风的经历，让我对小区物业有了新的认识。”池店
镇龙湖嘉天下小区里，业主耿洁女士说，7月 28日早上 11点
左右，她发现家中的窗户“扛不住”这次的强台风，第一时间拨
打了小区物业电话。

当时，电梯出于安全考虑已暂停，可在20分钟后，物业人
员就爬楼梯赶到现场，帮她固定窗户，排除了险情。

当天，在台风完全过境后2小时内，龙湖嘉天下物业就对
台风造成的损失完成了全面盘点，并针对因台风造成损坏的90
余处小区常规设施设备进行了通宵抢修；在台风完全过境后的
12小时内，所有因台风损坏的常规设备均已恢复正常使用。

规范和标准的操作，让小区居民“很安心”。这背后离不
开晋江市住建局的提前指导和部署。

7月25日起，晋江市住建局派出6个督导小组深入286个物
业小区，现场全覆盖督导物业企业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此前，我们就下发《晋江市物业住宅小区防台防汛应对
工作指引》，指导物业企业做好汛前准备、汛中管控、汛后处置
等环节工作，确保精准有效应对。”晋江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

以汛为令，闻“汛”而动。7月28日上午，晋江市住建局应
急抢险小队不惧风雨，出动2组共6人，穿戴安全防护用具，前
往存在地下室倒灌风险的小区实地查勘，在地下室出入口增
加防汛沙袋，对巡查发现的小区排水井口增设防坠绳、设置警
示标识，为物业小区筑起“防汛堤坝”。在晋江市物业管理协
会和全市 105家物业服务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全市住宅小区
无一地下车库被淹，各个小区以最快速度恢复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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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在狂风暴雨前“战”至最后一米内
——西滨镇众志成城抗击台风“杜苏芮”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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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5号强台风“杜苏芮”远去的第三个工作日，晋江
西滨镇艳阳高照、万里无云。清晨，镇诚信农贸市场内熙熙攘
攘，好不热闹。台风过后，西滨镇迅速按下“复原键”，让群众
快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家园重拾美丽“容颜”。

在自然灾害面前，什么东西最重要？这一场防御强台风
战役中，西滨镇干群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为应对此次台风，西滨镇在晋江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未雨绸缪、迅速行动，在黑灯瞎火的菜地里，在风雨交加的
棚户区，在每一个存在险情的地方，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身
旁，都会出现西滨镇党员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冲锋一线的
身影，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全力以赴迎战风雨，实现了防御
台风“零事故、零亡人”的目标。

战斗的背后不乏感人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顾那些暖心
的瞬间。

本报记者 蔡培仁

台风过后，最要紧的事是尽
快恢复生产生活。

7月28日下午，风雨暂时停
歇，西滨镇党员干部与广大群众
快速转入灾后恢复的新战役中，
及时清理倒伏大树、广告牌、被
吹飞掉落的铁皮等障碍物，疏通
排水系统，消除安全隐患。

“台风过后，我们就立即恢
复了电力和水。”蔡文娟说，此次
台风，因为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得
比较完善，村里没有太大的损
失，主要是倒伏的树木和垃圾
桶，当天都已经扶正整理完毕。

道路清扫、垃圾清理、排查积
水、河道清理、组织消杀……连日
来，在跃进村和海滨社区，党员干
部和志愿者们争分夺秒，各项清
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群众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已有序恢复。

“在晋江市委、市政府的统一

部署下，西滨镇坚决落实落细各
项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超前防御，全力抗击，努力把
灾害和损失降到最低，交出了一
份‘零事故、零亡人’的成绩。”西
滨镇党委书记黄华君说，西滨是
一个移民镇，辖区有跃进村和思
进村两个移民村，除了移民之外，
有95%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因此，
防御转移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特
别是此次首次介入军垦农场，责
任更重。

黄华君表示，面对此次强
台风，西滨镇上下众志成城，党
员干部挺身而出，网格员闻

“风”而动，展现出特别能战斗
的风采，特别是不少女党员干
部，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不
惧风雨、坚守岗位、为民排忧解
困，成为台风中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

越是关键时刻，越看担当作为。7
月 27日晚，随着“杜苏芮”步步逼近，
西滨镇上下紧绷神经、严阵以待。

“台风马上就要到了，你们再下去
很危险的。”“连一滴雨都没有，只有四
五级的风，哪里来的危险？”当晚 8时
许，在军垦农场一处安置点，前不久才
在农场里投放了100多万元虾苗的外
来养殖户和军垦二片区第一网格指导
员刘志彬“争吵”起来。因为担心养殖
池里的虾苗，该养殖户在被转移到安
置点后，屡次偷跑回去，刘志彬和网格
员又不厌其烦地将其带回安置点。

据了解，刘志彬负责此次军垦农
场菜农、养殖户等农业方面人员转移
安置的工作，他从 7月 26日开始和网
格员开始摸排工作。农场的范围不比
镇域小，而且环境复杂，里面的道路、
路灯等因为年久失修，错综复杂。特
别是晚上，漆黑一片，给摸排造成了不
小的难度。

第一天，刘志彬和网格
员庄蔚蔚从早上 9点开始走
访摸排。由于白天不少菜农
不在家，人员登记的效率不高，
他们从白天走到了天黑，到晚上
11点多才摸排完一圈。当天连续
14个小时的走访让他们的小腿都抽
筋了。

第二天，根据前一天的摸排经
验，刘志彬和伙伴商量后，改变了工
作方法，选择在夜晚菜农都回家休息
的时候上门，按“灯”摸排。这一次，
他们从晚上 8时许一直走访到隔日
凌晨 3时许，花了 7个多小时，更高效
完成了摸排。

“这一次，我们共转移安置军垦农
场内 120多名菜农及其家属，将他们
安全转移到农场安置点、酒店和菜农
老板的办公室等地。”刘志彬说，7月
27 日晚通宵摸排，休息了半个小时
后，镇里开会布置任务，他们又再次外

出巡查。
人员安全是最大的安全，可以看

到，面对“杜苏芮”的步步紧逼，西滨镇
把人员安全做到最后一米内，做到应
转尽转、应避尽避，不漏一点、不漏一
处、不漏一人。其中，对菜地低洼地
带、简易房、钢结构建筑等可能存在隐
患的区域进行摸排，并及时转移人员
440人，拆除存在隐患的户外广告牌
17处。

7月 23日，晋江市启动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西滨镇党
委、政府迅速响应，各村（社区）、网格召开防汛工作部署会议，
全面贯彻落实上级工作部署要求，镇挂钩领导带队，党员干部
迅速下沉到各网格，与台风赛跑，同村干部一起入网入格做好
隐患排查、转移安置和宣传提醒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此次，
军垦农场内的企业、菜农等防御转移安置任务首次交由西滨
镇负责，为全力做好该项工作，西滨镇几乎安排了一半力量进
入军垦农场。

“台风强度逐渐增强、步步逼近，我们要抓紧通知群众非
必要不外出，绝不能让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害！”在接到
防抗台风通知后，西滨镇思进村党支部书记蔡文娟迅速组织
召开防御台风“杜苏芮”工作部署会。

了解到这次“杜苏芮”与 2016年的“莫兰蒂”威力势均力
敌，有过之前被“莫兰蒂”肆虐的惨痛经历，这一次，蔡文娟带
头把各项防御工作做在前面。“莫兰蒂”来时，思进村安置小区
二楼大平台因暴雨积水达一米，倒灌进居民家中，电梯也被水
泡坏。这一次，村里提前装了300个沙袋，堵在二楼平台出入
口和顶楼，防止雨水倒灌；小区内的凉亭提前组织人员用钢丝
绳加固，防止在大风中被破坏；全村的电力系统做一次大检
查，准备在台风登陆前，提前断电保护……

那边，防御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边，海滨社区党支
部书记蔡珍珍也有些坐不住，丰富的社区工作经验让她对可
能到来的恶劣天气下的社区安全十分担忧。带领全体干部出
动，蔡珍珍以网格为工作单元加强巡查，重点关注和发现社区
安全隐患。连续多日，蔡珍珍和社区两委一起，以社区为

“家”，24小时在线，守在抗台风的第一线。
“家里米油粮面准备够吗？”“家里门窗可以用胶带加固一

下。”“阳台上的花盆、鞋子这几天需要收进去了。”“台风天遇
到困难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台风步步紧逼，跃进村党支部书
记陈德芳也和村两委在走访联系过程中，实时查看村民房屋
情况，了解居民的困难诉求，叮嘱居民做好防范措施；同时，利
用上门走访、微信群、电话联系等各种有效手段，广泛宣传台
风防险避灾知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防御台风过程中，总有一些
人和事让我们倍感温暖，也让大
家充满“安全感”。

7月 28日 9时许，“杜苏芮”
即将从晋江沿海登陆，外面开始
狂风暴雨，跃进村党群服务中心
接到一名村民电话，称其头部受
伤，需要去医院。原来，村民黄
先生看外面风大雨大，在查看家
里的电动卷闸门时，门突然被大
风吹破，刚好砸到他的头部，导
致流血。了解情况后，陈德芳随
即拨打 120，并冒雨前往黄先生
家中，帮忙将他送上救护车。

“停电了，现在没办法烧水
泡奶粉，孩子哭了很久了，怎么
办？”几乎同一时间段，思进村党
群服务中心 3楼安置点的一名
群众也向工作人员求助，5个月
大的孩子没有热水泡奶粉，希望
工作人员能帮忙寻找一瓶热水。

看到孩子哭得厉害，村里

准备的物资有泡面、牛奶和小
面包，都不适合给孩子吃，台风
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过去。“孩
子饿不得，我们去找热水。”蔡
文娟随即喊来两名村干部，三
个人手挽着手，冒着风雨前往
附近有煤气的村民家中，烧来
了一壶开水，解决了孩子的吃
奶问题。

无独有偶。在海滨社区，第
四网格长陈婉华也在网格群里
接到一名居民的求助，因家里停
电，该居民没有热水给孩子泡奶
粉。了解情况后，陈婉华当即披
上雨衣，在询问了解社区还有部
分居民家中有电，她赶忙前往烧
水，并将热水送到求助的居民家
中。

一个电话，一瓶热水。在防
御台风“杜苏芮”的过程中，一幅
幅暖心画面，筑起了一道道温暖
的屏障。

“闻风而动，头雁先行！”

“连续摸排14小时，小腿抽筋仍继续！”

“这一瓶热水，温暖了整个西滨”

“风雨过后 迅速恢复”

台风过后，西滨镇组织清理
辖区倒伏树木，恢复道路畅通。

西滨镇党员志愿者扶起倒伏的树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