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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舟 山 9 月 13 日 电 （记 者
何冬健 共享联盟金塘站 陆慧 张玮）
受台风“梅花”影响，舟山岛际交通停
航。小岛上急需转运的病人怎么办？
9 月 13 日，定海区大鹏岛上演紧急救
援，组织渡轮开启紧急绿色通道。

“我是大鹏岛居民，赶着去杭州
做手术，有什么办法先到金塘岛呢？”
13 日 12 时，一个紧急求助电话在定
海区金塘镇大观村值班室响起，当地
各部门立刻动员起来，护送病患出岛
就医。

据了解，求助居民贝女士年近花
甲，患有严重肾病，急需外出就医。此
时台风“梅花”来势汹汹，大鹏岛早已全
线停航。

接到贝女士的电话，大观村党总支
书记金磊立即联系海事和交通部门的
值班人员。根据三防预案机制，金磊和
其他基层干部一样，手里有一份三防信
息清单，紧急时刻哪个部门联系哪位，
一清二楚。

联系后，对口部门立即联手协调了
一艘渡轮。

下午1时20分，一艘荷载99人的渡
轮抵达大鹏岛客运码头，接上唯一乘客
贝女士后，渡轮稳稳地向对岸开去。不
到 10 分钟，渡轮顺利
抵达金塘岛。

目前，贝女士已从
金塘到达杭州，正在医
院接受治疗。

定海金塘开启绿色通道转移病人

一艘渡轮，只为她而来

扫一扫 看视频

本 报 舟 山 9 月 13 日 电 （记 者
黄宁璐 共享联盟东极镇微融站 胡海艇
通讯员 刘宇翔） 13 日早晨，在舟山
市普陀区东极镇庙子湖客运码头，工
作人员和东极派出所民警帮助游客有
序上船。当天9时，随着最后一班客船
驶离庙子湖岛，东极镇四岛滞留游客全
部清零。

防御台风就是跟台风抢时间。9
月 11 日，东极镇防御台风“梅花”指挥
工作组下岛开展工作，12 日镇村全体
干部一律放弃休假，全员到岛到岗投入
防御工作。

为避免发生台风季节游客滞留事
件，保障游客人身安全，连日来，全镇

“极岛先锋”、东极派出所民警、镇村干
部、渔家乐协会会员全员出动，逐一走
访 199 家民宿，登记滞留游客数量，会
同民宿经营者对滞留游客进行劝告。
此外，他们还通过短信平台、镇村应急

广播、各类微信群等途径发布沿海大风
警报；结合游客上岛实名制，精确掌握
疏散游客信息；要求东极海运公司按游
客疏散数量，合理安排疏散船舶航次、
确保运力投入充足。

“这次台风来势汹汹，按目前气象
预报，东福山会停航 5 天左右。偏远
海岛救助力量薄弱，台风天也无法出
门游玩。请大家尽快出岛，等风平浪
静了，欢迎大家再来岛上。”11 日晚，
东极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长孙旺斌来
到东福山某民宿，对两名滞留游客耐
心劝说。

经过半个小时劝说，两名游客承
诺第二天离岛。12 日下午，孙旺斌护
送这两名游客登上客船，东福山岛游
客清零。

据统计，自 9 月 11 日起，3 天时间
东极镇共疏散游客、村民3876名，其中
13日疏散滞留游客589名。

全员出动 一个不漏

普陀东极四岛滞留游客清零
全员出动 一个不漏

普陀东极四岛滞留游客清零

本 报 舟 山 9 月 13 日 电 （记 者
郑元丹 共享联盟岱山站 李盈淑）“这
里环境很好，吃的喝的都有，你放心
吧！”13 日晚 6 时许，在岱山县体育馆安
置点，从鱼山岛转移来的务工人员马广
敏正和爱人视频通话，他告诉妻子，自
己刚在安置点吃完热气腾腾的米饭，心
里倍感温暖。

马广敏来自山东，去年 3 月起在鱼
山岛的中石化第十建设有限公司上

班。他说自己已有两个月没回老家，因
接连受台风“轩岚诺”和“梅花”影响，在
鱼山岛的务工人员两次需要转移，这让
在老家的媳妇很是担心。“我上次住的
安置点也是这儿，这次再来了还有点亲
切。”马广敏说。

下午1时起，包括马广敏在内的1.2
万名务工人员陆续从鱼山岛转移，到下
午 5 时，他们已全部被妥善安置到岱山
本岛的17个安置点内。

晚上 7 时许，岱山实验学校安置点
的 60 多个教室灯火通明，1400 余名务
工人员已在这里安心住下。尽管外面风
雨交加，工友们在室内欣赏《长津湖》《战
狼》等影片，“临时之家”让人感觉踏实。

岱山实验学校校长张桂明和老师
们挨个教室走访，询问大家是否需要帮
助。“为丰富安置点的生活，我们这次安
排了不少娱乐活动。”张桂明说，除播放
影片，学校还开放了图书馆和健身房。

来自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的
安置人员张茂甫主动当起了志愿者，为
工友们发放小食。“安置点的老师和志
愿者都挺辛苦，我想尽自己一分力。”张
茂甫说，“工友们我比较熟悉，可以帮着
照顾他们的生活。”

记者了解到，14 日中午起，岱山
各安置点将为安置人员提供“点菜”
服务。14 日晚，志愿者们还会为安置
点的务工人员送上精彩的文艺演出。

1.2万名务工人员从鱼山岛转移到岱山本岛——

安置点的第一夜，温暖如家 本报台州9月13日电（记者 杨群
许峰 共享联盟三门站 陈玲玲）“台风
中心越来越靠近，养殖塘有危险，赶紧
和我们去避灾点避一下⋯⋯”13 日 1
时许，距离陆地半小时船程的三门县浦
坝港镇扩塘山岛上，仍有 27 名养殖人
员分别滞留在岛上南北两面。镇上的
党员干部、网格指导员、派出所民警等
组成的一支“红五星”海岛防台小分队
兵分两路，顶风冒雨登上岛，劝导大家
赶紧撤离。

扩塘山岛是一座孤岛，在海岛防台
小分队的耐心劝导下，岛内养殖户向集
中避灾点转移。为了让养殖户在避灾
点可以正常生活，党员干部带去了方便
面、饮用水以及应急照明设备等。“感谢
你们，还准备了这么多东西，你们想得
周到。”养殖户陈祖永连连道谢。

台风“梅花”来势汹汹，台州各地迅
速进入实战状态，紧盯关键环节，排查
风险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截至 13 日 19 时，台州市共转移人
员 72158 人，全市 1390 个规范化避灾
安置场所储备应急生活包、床铺、毛巾
被等生活物资，做好安置准备工作。当
地还集结了椒江区红枫应急救援队、天
台县鼎腾救援队等41支社会应急救援
队伍共3669人严阵以待。

受台风“梅花”影响，台州海边掀起
巨浪。在临海市头门港大坝、三门县木
杓沙滩、玉环市漩门湾等沿海区域，各地
组织党员干部加大巡逻频次，及时劝退、
疏散冒险观潮、赶海的游客，用沙袋封堵
入口，同时逐一走访、叮嘱周边的居民，
提醒大家做好防台措施，减少外出作业。

台州各地转移7万余人

本报嵊州9月13日电（记者 阮帅
共享联盟嵊州站 邢远红 王逸林） 受
台风“梅花”影响，嵊州的降水量和风力
都有所增强。13 日下午，嵊州市下王
镇部分村子的河道水位上涨漫过道路，
当地镇村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摸排险情，
及时开展救援行动。

当天下午 4 时许，在下王镇梅坑
村，村委会副主任陈达兴和驻村指导
员梁旭东正在设置警戒线。“有车子被
困了！”忽然，有村民急迫的呼救声传
来，两人回头望去，只见一辆白色小轿
车在道路中间抛锚了，而仅仅数米开
外，四都江水仍在快速上涨，并没过了
这一路段。

情况紧急，陈达兴、梁旭东两人和
在一旁帮忙的村民叶明赶紧涉水救援，
他们接过其他村民从高处递来的绳索，

一头捆在车轮上，一头牢牢固定在岸
边。当时，轿车的车门被锁死打不开，
只有车窗能开，体格较为健壮的叶明便
拉住被困人员从窗口逃出。“我们绑好
绳子的时候，水就已经没过引擎盖了，
水流的冲击力越来越大，车已经漂浮在
水中。”叶明说。

成功救出一人后，梅坑村党支部
书记叶少明和数名村干部闻讯赶到现
场，他们扛着救生圈等救生设备，一起
加入救援队伍。前后不到 10 分钟，被
困的两人被成功救出，大家抓着这根
临时的“生命绳”，顺利到达高处的安
全地带。

据 悉 ，当 天 嵊 州 市 共 组 织 动 员
1200 余个基层党组织、2 万余人次党
员干部下沉基层，安全转移群众 6700
余人。

嵊州一车辆被淹 众人合力营救被困人员

9月13日晚，磐安县安文街道干部在白云山村滑坡地灾隐患点转移群众。
本报记者 傅颖杰 共享联盟金华中心站 胡肖飞 摄

狂风，暴雨，台风“梅花”步步逼近宁
波，可余姚市大岚镇龙潭村60多岁的王
国仙并未意识到危急：“水涨起来再走，
来得及！”

“来不及的！来不及的！”村第一书
记苗嘉明着急地把话重复了两遍。这已
是他今天第三次上门动员。

雨未至，坝已筑，一道不变的指令
是：“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宁波山
区、海堤、江河汇集，全市共有地质灾害

（隐患）点 252 处，防台形势非常复杂。
“梅花”紧随“轩岚诺”而来，两个台风带
来的部分强降雨区域重叠，更易发生山
体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13 日 9 时，宁波防御台风“梅花”的战役
全面打响，各地紧急组织群众转移：在海
边，养殖户、渔民火速回港上岸避风；在
四明山区，余姚、鄞州、海曙等地组织山
区百姓转移。截至9月13日23时，宁波
已转移群众逾26万人。

闭环管理，不漏一户

龙潭村地处四明山深处，龙潭溪穿
村而过。下午 3 时多，当地风雨已一阵
急过一阵，苗嘉明注意到，短短两三个小
时，龙潭溪水肉眼可见地往上涨。他急
在心头：“人员转移的速度必须再快一
点、更快一点！”不料，转移的进程卡在了
王国仙这最后一户上。

王国仙的家就在山脚下，背山面
水，是典型的地质隐患点——必须尽快
转移。“快看，龙潭溪边这六格式台阶都
淹掉了三格，前两次台风只没过一格
呢！”苗嘉明拉着王国仙走到溪边，指着
上涨的溪水说。这里的村民在龙潭溪
边住了几十年，最会看溪水的“眼色”，
这道理，王国仙一听就明白。他一边怪
着干部们太“啰唆”，一边快速收拾行
李。几分钟后，龙潭村最后一个转移
的村民，走上了村里备好的转移专用
大巴。

整整一个下午，苗嘉明和镇村干部
都忙碌在防台一线。大岚镇以镇干部
包村、村干部包自然村、村民小组长和
村民代表包各村民小组的方式，形成

“镇—村—组—户”闭环管理。针对低
洼易涝区、危旧房等重点地域居住人员
及孤寡老人、独居老人等重点人员，驻
村干部组织下沉干部、党员志愿者、巾
帼志愿者、基干民兵、网格员等第一时
间开展“敲门行动”，一对一认领任务；
逐户上门动员，对接掌握信息，确保风

险点群众第一时间转移。截至下午 6
时，大岚镇 139 个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
相关人员全部转移完毕。

转移保产两手抓

“这边塘坝子低，再加一层沙包！”

下午 2 时多，在宁海县越溪乡白岌村一
块养殖塘前，“越韵渔耕”党建联建的
党员志愿者和村干部挽起袖口、裤腿，
正把沙包垒到养殖塘的塘坝上，加固
海塘。

这里是养殖户储吉文的 30 亩对虾
塘。“这些对虾马上就要上市了，哪里走

得开！”之前一直守着养殖塘不肯撤离，
眼见着台风暴雨一阵急过一阵，储吉文
心急如焚。这时，民兵小分队来了，“越
韵渔耕”党建联建的党员志愿者也来
了，帮助他加固养殖塘棚屋等，让他能
够放心转移。

越溪乡域内有 800 余户养殖户、1.9

万余亩养殖塘，15 个行政村都有养殖
塘。由于地势低，台风来临时往往引发
海水倒灌。对于当地来说，台风来临前，
不仅要做好人员转移，更要最大限度地
帮助转移户守住收成。

为此，越溪乡发动志愿者等加入，
原 本 150 人 的“ 转 移 工 作 队 ”扩 大 到
300 多人。13 日一大早，党员志愿者
开始挨家挨户上门劝离人员。为了防
止人员遗漏，他们还扛着大旗，在重点
区域进行巡查，并利用敲锣和大喇叭
等方式喊话养殖户，让他们务必在天
黑前转移到安全地带。志愿者和民兵
还加强重点区域的夜间巡逻。截至下
午 4 时，越溪乡对海塘养殖户做到应转
尽转，全乡 800 余户养殖人员也已全部
安全转移。

一户一策，服务周到

下午 4 时许，鄞州区瞻岐镇合一村
94 岁的刘奶奶老两口，开开心心地“搬”
进了同村一位村民的家中。这是村干部
周礼存为他找的临时“避灾点”。

刘奶奶家住半山腰，距离安置点挺
远，对高龄老人来说确实不方便。于是，
周礼存就找到同村村民李财世，给刘奶
奶找了个临时的“家”。

到了地方，周礼存又想到刘奶奶背
部动过手术，晚上睡觉无法平躺，要把背
部垫高才能入睡。他找来两张崭新的软
垫折叠床，拿来了被子、毛毯。布置好简
朴却温馨的“临时安置点”，周礼存和村
干部才折返去接刘奶奶。

“刘奶奶，这次我们不去安置点了，
就在村里⋯⋯”周礼存耐心地告诉刘奶
奶，落脚的安置点就安排在不远处的村
民家。“别担心，我带了一条被子给您做
靠背，垫起来舒服。”看到周礼存周到的
安排，刘奶奶使劲地点点头。

当天，鄞州区对 144 个地质灾害风
险防范区、山洪灾害防治重点村落等危
险地带、危险区域人员及困难群体进行
排查梳理，落实转移方案和“一户一策”，
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本报宁波9月13日电）

台风“梅花”步步逼近，宁波紧急组织风险点群众撤离

26 万人山海大转移
本报记者 陈 醉 翁云骞 王 波

9月13日，舟山沈家门渔港共停泊避风渔船2287艘。截至13日10时，舟山附近海域的
所有渔船均已到达安全锚地。 本报记者 魏志阳 朱海伟 黄宁璐 见习记者 孙一鹏 摄

9月13日下午，在宁海县越溪乡白岌村的海塘边，民兵小分队冒着风雨开展全乡沿线海塘的第二次巡查，确保海塘安全，并劝离返回养殖塘的人员。 拍友 徐铭怿 本报记者 陈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