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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颜新文 张俏 记者
戴睿云） 台风“梅花”来袭，全省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快速出击，在开展各类监督
检查的同时，积极协助转移群众、水网
预泄预排、运送应急物资等，为防汛防
台工作提供坚强保障。

9 月 13 日，省纪委监委下发《关于
全省纪检监察系统夯实责任担当强化
防御台风监督执纪工作的紧急通知》，
要求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迅速绷紧投身
大战大考这根弦，强化对防台救灾决策
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各级各
部门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
土尽责。

作业渔船、休闲渔船是否及时归
港？危险区域人员是否应转尽转？地
质灾害隐患点、风险防范区人员值班值
守和责任落实是否到位？省纪委监委
围绕“八张风险清单”工作机制，制定督
导重点工作提示，督导死角盲区、漏洞
短板，检视水利、农业农村、海事、交通、

建设等部门以及属地主体责任落实情
况。13 日晚，省纪委监委迅速组成防
汛防台督导组，连夜赶赴宁波市防汛防
台一线，兵分五路赴海曙、余姚、象山等
地开展实地检查。督导组迅速融合监
督力量，省市县乡四级联动，确保监督
力量到位到点、尽力尽责。同时，建立
督导整改直通机制，对督导发现的问题
当场反馈、立行立改。截至 14 日 19
时，督导组向宁波市防指办反馈问题 6
批共44个，已督促整改39个。

海域安全风险排查、管控情况不仅
是督导组督导的重点，也是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的监督重点。同时，无论是转移
受困群众，还是排除险情，防台紧急任
务中，纪检监察干部挺在前面，服务在
一线。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镇纪委副书
记王小勇顶着大风背老人下山，开展转
移；在宁海县强蛟镇王石岙村门前塘避
风锚地，镇纪检监察干部赵国乾与村干
部积极开展巡逻劝导。

纪检监察

督导服务在一线

本 报 杭 州 9 月 14 日 讯 （记 者
施力维 通讯员 陈谊） 14 日，记者从
省公安厅获悉，围绕防御台风“梅花”，
全省已投入警力 17.25 万人次，排查整
改各类安全隐患 1.48 万处，协助相关
部门转移人员 27.57 万人次。当天，全
省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接报
较大及以上交通事故。

在宁波、台州、舟山、嘉兴等重点地
区，广大公安民警奔走在防汛防台第一
线，帮助转移群众，抢救财产，加强巡

逻。公安交管部门加强交通指挥疏
导。全省交警坚守岗位，排查治理安全
隐患，采取相应管制措施，发布交通预
警信息，保障应急救援通行。

全省公安特警做好准备，一旦发生
汛情，可发挥抢险救灾尖刀队作用，积
极配合党委、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开展现
场抢险、疏散群众等各项工作。全省特
警的应急处突人员及救援车辆、冲锋
舟、无人机等已准备妥当，可随时参与
抢险救援。

公安

出动警力17.25万人次

本报杭州 9 月 14 日讯 （通讯员
朱建美 翁津津 记者 张帆） 14 日起，
浙江沿海航线、航班、列车、高速公路等
停航停运保安全，舟山跨海大桥、舟岱
跨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相继封桥。

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

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
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宁波、舟山及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14 日相继取消了航班，其中杭州萧山
国际机场当日取消200架次。宁波、舟
山、台州的沿海航线全部停航。

交通

停航停运保障安全

本报讯 （记者 纪驭亚） 9 月 14
日，因台风“梅花”持续影响，宁波、嘉
兴、舟山等地教育局紧急宣布 9 月 15
日继续停课一天或半天。

其中，宁波、嘉兴教育局均明确，
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培训机构 15
日继续停课一天，本周六正常上课。
若 15 日下午天气转好，符合安全出行
条 件 ，各 地 可 视 情 允 许 高 中 学 生 返

校。舟山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
训机构 15 日上午继续停课半天，后续
是否停课将视台风影响再行会商研判
决定。

14 日已停课一天的绍兴、台州则
宣布 15 日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校外
培训机构复课。属地高校参照执行。
绍兴市教育局要求山区、濒水学校视情
自行决定15日是否复课。

学校

甬嘉舟学校继续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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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 9 月 14 日讯 （记者 金梁 见习记者 张琬琪）
“目前哪里雨情最大？”“各地情况怎么样？”⋯⋯14日20时37
分，省防指应急指挥中心灯光如昼，省防指指挥长坐镇指挥
部，主持会商防台防汛工作。会议室的大屏幕上，画面牢牢锁
定今年第12号台风“梅花”的路径。

几分钟前，台风“梅花”在舟山普陀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
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台风登陆之后，是防范最紧要的时刻。“未来一段时间，浙
江东北部四明山一带会有80毫米至120毫米的降雨量，麻痹
不得。”省气象局负责人说。

一旁的省水利厅负责人马上接话：“目前，姚江的余姚站
水位是 3.41 米，超过保证水位 0.81 米，按照预判可能达到 3.6
米。如果余姚继续出现强降雨，那真危险了。”

去年 7 月 26 日，台风“烟花”来临时，姚江余姚站水位为
3.53米，超过历史最高水位。这意味着，台风“梅花”给余姚造
成的影响很可能超过去年，再创历史新高。如今，降雨没有减
弱的趋势，姚江水位还在不停地升高。

此时，会议室的大屏幕上，省防指与余姚防指进行视频连
线。余姚方面汇报，姚江的情况确实如此，上游绍兴上虞通明
闸已经关闭，减轻余姚压力，附近的上游大中型水库蓄水均出
现饱和，当地已经做好了梯度转移的准备，其中下姚江范围已
经转移了3.6万余人。

作为指挥中枢，科学调度是关键。听完情况报告，省防指
指挥长立刻要求水利、气象等部门迅速进行会商研判。在隔
壁小会议室内，值班人员火速联系后方技术团队，传输各种数
据和信息。

这一边，会议室内的视频连线还在继续。宁波海曙防指
汇报，由于奉化江北渡站的水位也居高不下，鄞江堤防出现了
8 公里左右的漫堤，但不会出现决堤、溃坝等现象；个别地方
发生小规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所幸人员早已转移，没有造成
什么损失。

迎战台风“梅花”，各地防指今晚无眠。
楼上会议室还在连线，楼下的省防指办各工作组早已飞速运转起来。一双

双眼睛，紧盯着台风“梅花”的实时走向以及水雨情数据；一份份文件，从各地防
指密集传递上来进行汇报；一道道防台指令，从省防指办、各省级部门发送到各
地⋯⋯

防灾救灾是一场考试，考的是责任，更是担当。视频连线结束，省防指决定，派
前线工作组连夜赶赴余姚，各方应急救援力量向当地集结。

风在继续，雨在继续，坚守在继续！

记者直击省防指应急指挥中心现场

—
—

迎战

﹃
梅花

﹄
，今夜无眠

瓜田抢收

9 月 14 日一大早，平湖市林埭镇陈
匠村的勤浓果蔬园里，一群不请自来的

“红马甲”正弯着腰，摘瓜、装筐、运送，
紧张有序地忙碌着，赶在台风来临之前
抢收瓜果蔬菜。

“现在风雨不大，大家加快速度，争
取多抢收一点！”林埭镇陈匠村党委委
员朱股芬带着 12 名党员志愿者来到种
瓜大户陈俭的西瓜地里。陈俭种有西
瓜 90 多亩，这几天，地里的天露 3 号西
瓜刚刚成熟。前一天下午，他已经组织
工人抢收，半天才抢收了 1500 公斤。
想着还有不少成熟的瓜在地里，陈俭彻
夜难眠。

得知情况后，朱股芬连夜召集党员
志愿者，5 分钟就有 12 人报名。这几个
负责采摘，那几个负责搬运，大家迅速
搭起了简易流水线。仅用 3 个多小时，
就将近3500公斤的西瓜抢收完毕。

同一时间，在平湖市防汛防台抗旱
指挥部，市领导和各部门工作人员正紧
盯着台风动向，会商研判、组织人员、调
运物资⋯⋯根据预报，台风“梅花”可能
会在平湖至上海一带二次登陆。“我们
要抢抓时间‘窗口期’，以底线思维考虑
极端情况，做最充分的准备，行最有力
的举措。”平湖市委主要负责人说，“宁
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即使最后
没有直接登陆平湖，也不能放松警惕。”

抢在相对“风平浪静”之时，平湖第一
时间设立党员志愿先锋岗，迅速召集一批
具备相关经验的党员组成120余人的抢
收志愿队，累计抢收农作物3.65万公斤。

值守涵洞

14 时许，雨势转大，黑压压的乌云
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

“叮！”当湖街道黄家浜村第二网格
第 5 微网格长沈健收到了一则指令，

“黄家浜村防汛抗台志愿服务，招募微

网格长、在职党员紧急待命！”
穿好雨衣、套上雨靴，沈健火速向

村部赶去。等他赶到时，紧急集结的党
员志愿者已经站满了大厅，按照事先编
组，明确“作战分工”，沈健被安排到低
洼地势区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走，我们去看一下低洼涵洞的情
况。”让沈健放心不下的，是村民必经之
路上的一个低洼涵洞口，往年常常容易
被淹，影响周边1000多名村民的出行。

扛起沙袋、垒好沙墙、设置警示桩，
风雨里，沈健的衣服湿了又湿。“我的想
法很简单，守好这条路，不要耽误大家
的出行。”忙好这一茬，沈健又急着去河
边巡查水位。

党员干部，一呼百应。当湖街道第
一时间通过“浙里网格连心”系统，700
余名党员干部、网格长、微网格长马上
到位，根据编组迅速开展隐患排查、扶
弱帮困、安全救援、卫生防疫、心理疏导
等工作，累计走访重点群众 327 人次，
排查风险隐患49个。

昼夜巡防

“这里还能看电视，就跟在家里一
样。”20 时，呼啸的风雨不断拍打着窗
户，在独山港镇星华社区安置点里，建筑
工人吕志林和同事们看着电视。吕志林
是独山港镇主干道改造项目的建筑工
人，之前一直住在靠近海塘的工棚中。

“这里住的大部分是建筑工人，还
有几名独居老人。”独山港镇相关负责
人说，从 13 日下午起，该镇就开始转移
群众，截至 14 日 16 时，全镇 42 个安置
点共安置1077人。

7公里外，在独山港镇虎啸老街上，虎
啸社区党委书记陈秋余和党员志愿者全
副武装巡逻。只见他手里打着电筒，不时
抬头向街两旁的房屋张望。“这些房子最
老的有近百年，雨大的话，有些低洼地会
淹没，需要重点关注。”台风来临前，老街
120多户人家已全部转移。

15日0时30分前后，台风“梅花”在
上海奉贤沿海再次登陆。平湖市防汛防
台抗旱指挥部的值班室里依然灯火通明，
虎啸老街上社区干部还在风雨里不间断
巡逻，这场“风雨保卫战”还在进行⋯⋯

（本报平湖9月14日电）

平湖：一座城市的风雨之战
本报记者 沈烨婷 肖 未 王志杰

本 报 舟 山 9 月 14 日 电 （记 者
黄宁璐 共享联盟普陀站 陈璐瑶 通讯员
丁益斌） 14 日 20 时 30 分左右，舟山普
陀本岛区域风雨突然减弱，今年第 12
号台风“梅花”在普陀沿海登陆，成为今
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当
天，随着台风“梅花”的逼近，这座“渔都
港城”风大雨大，但从本岛到离岛，从党
员干部到普通群众，每一处、每个人都
认真做好准备，全力以赴应对。

“动作再快点，要不然这些农田有

受淹的风险。”当天下午，在普陀区六横
镇杜庄村，该村党总支书记郑雷飞带领
防台抢险应急小分队的党员干部争分
夺秒，抓紧清理淤堵沟渠，避免内涝
灾害。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杜庄村河道水
流湍急，郑雷飞在全域巡查中发现有不
少枯枝杂物受风雨影响被冲进河道中，
造成河道出水口出现堵塞现象。

“出水口一旦堵住，附近 100 亩农
田就会受淹。”郑雷飞和应急小分队成
员分工合作，4 名男同志跳入河道浅水

区域将枯枝杂物拾起，岸上 3 名女同志
将它们搬到附近空地处⋯⋯半小时后，
终于将杂物全部清理完毕，拓宽了排水
渠道。

郑雷飞顾不上擦拭脸上的汗珠和
雨珠，带着应急小分队继续巡查，他们
要赶在台风登陆前再进行一次全域排
查，不放过一处防台防汛的短板。

在虾峙镇，由 50 人组成的党员应
急小分队24小时奋战在防台一线。

在一户村民家中，党员应急小分队
中的 95 后年轻小伙俞快一手托着腰，

一手帮助村民抬高电器。原来，前一
天，俞快在沙场扛沙袋时闪了腰。“这点
小伤不碍事！”他顾不上处理腰伤，继续
投入到防台工作中。老党员带头，年轻
党员冲锋，虾峙镇党员应急小分队用行
动坚守防台第一线，坚决筑牢防风防雨

“安全网”。
据了解，台风“梅花”登陆前，普陀

区1977艘渔船全部安全到达港区；关停
全部 6 个 A 级景区，撤离游客 4106 人；
108 个建筑工程、188 个临时工棚全部
完成加固；1778名建筑工地人员全部撤
离；城区 11 座排海碶闸、4 处强排泵按

“一人一闸”配备管理人员；178 支应急
抢险队伍2757人进入临战状态。

登陆后的台风“梅花”渐行渐远，但
普陀人依旧不敢松懈，随时做好台风影
响升级和抢险救灾准备⋯⋯

台风“梅花”登陆地舟山普陀，党员干部群众紧急行动起来

动作快些，再快些

风大，雨急，不断推高姚江水位！
9 月 15 日凌晨 2 时，姚江余姚站水

位达3.65米，超警戒水位1.55米！在余
姚防汛指挥部的大屏上，不断刷新的数
字犹如声声战鼓催征急，余姚干群众志
成城保卫姚江堤防。

姚江堤防，至关重要！余姚处在低
洼的姚江平原，姚江干流穿城而过，无
论南面还是北边发生洪水，最终都会汇

入“锅底”般的姚城，形成内涝。2013
年台风“菲特”来袭，便因姚江水溢出，
致使余姚洪水围城，70%地域被淹。

这次，姚江余姚站水位超历史极
值，比台风“菲特”时最高水位还高 0.25
米。而这次，余姚要做的、能做的，也
更多。

“水越来越大了！我们加把劲，再快
点⋯⋯”退役军人蔡旭栋一边扛着沙包，
一边给身旁的战友鼓劲。姚江高水位，
把支流梁弄大溪冲开了一个口子，大水
漫出，蔡旭栋等 10 多位民兵接到任务，
紧急堵缺口，300多个沙袋，在肩膀上扛
起放下，硬生生筑起一道防汛墙。

“沙袋还有多少？”“100 袋左右。”
“好，扛着走，我们去下一个缺口。”

封堵大溪一个缺口的防汛墙需要
40多个沙袋，四五个缺口就需几百个沙
袋，来不及等卡车赶来支援，蔡旭栋和
战友一趟一趟往返运送，与时间赛跑。

过膝的积水，走起来举步维艰，蔡
旭栋一把扯掉鞋子，赤脚奔跑着来回。
浸了水的沙袋增重了不少，导致搬运困
难，蔡旭栋就把塑料雨衣铺在地上，依
次放置好沙袋，再把雨衣卷起包住沙
袋，最后在上面放一排沙袋加固。

而几乎同时，姚江丈亭段，支流朱
家浦与姚江交界处的堤坝，冲出一个近
10米长的缺口，汇龙村党总支书记徐军

带着全村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用沙袋
和松木桩加紧封堵缺口。截至 15 日 2
时，抢险工作仍在继续。

今夜，余姚2万多党员干部和1000
多位民兵，坚守姚江沿线！

守卫堤防，确保群众安全是关键，
一场群众“大转移”的战役早就打响。
14 日下午，由于短时降雨量较大，紫溪
溪流水位上升，溪水边紫溪村进出的桥
被淹，眼看村里的 30 余人就要被困，当
地立马组织村干部前往转移群众。村
里有不少老人，他们腿脚不便，在雨水
里行走极其困难。

“我来背！”简单几字，网格长何文龙
便冲进了雨帘，跨过积水。

每接一个老人，他都会帮老人卷起
裤脚，穿好雨衣，甚至细心地关好门窗
后，才蹲下身子对老人说：“大爹，来，我
背你过去。”

雨打湿了衣服，风吹眯了双眼，就
这样陀螺般来来回回，把一个个行动不
便的老人背到接驳点。“大爹，放心，台
风过了再背你回家⋯⋯”“大妈，房门关
好了，安置点床和被都有的⋯⋯”看老
人们上车，何文龙还不忘安慰几句，转
身又冲进了风雨里。

当晚，村干部又冒着风雨抓紧时间
挨家挨户走访排查，确保相关人员全部
安全转移。一个个背出来，一个个接出

来，截至14日24时，余姚姚江沿岸转移
43611位群众。

一边是风雨中的众志成城，一边是
数字平台的高效调度。在余姚市水利
局，不少专家连续数晚没能好好睡上一
觉，大伙盯着大屏幕上的数据，加速分
析研判。不到 72 小时，余姚一个大型
水库、三个中型水库就完成预泄 3648
万立方米，平原河网累计排泄水量高达
8129 万立方米，为“高峰期”的姚江干
流留出了腾挪空间。

“增加西分工程泄洪能力到每秒50
立方米！”14 日 20 时，一条指令从余姚
防指“飞”向位于马渚镇的姚江上游余
姚西分工程。作为解决姚江流域防洪
排涝的控制性枢纽工程，姚江上游乐安
湖泵站及排水隧洞今年 7 月刚刚竣工
验收。泵站工作人员紧急调整泄洪参
数，一道道水流从姚江倾泻出来，干流
防洪压力轻了⋯⋯

一方有难，八方驰援。15 日凌晨，
慈溪胜山、崇寿、周巷等 7 个乡镇近百
名民兵火速集结，驰援余姚陆埠。15日
2 时许，刚刚抵达余姚陆埠的慈溪胜山
镇应急民兵陈浙立马进入战斗状态：

“顾不上休息了，现在就领任务，马上开
始抢险救灾！”

姚江堤防，今夜不眠。
（本报余姚9月15日凌晨电）

姚江余姚站水位超历史极值——

两万壮士保卫姚江
本报记者 陈 醉 翁云骞 共享联盟余姚站 劳超杰

9月14日，绍兴市上虞区岭南乡东澄村丁山自然村交通要道滑坡，该乡党员干部群众合力疏通道路。
本报记者 孙良 共享联盟上虞站 朱胜钧 摄齐心协力

余姚市凤山街道党员干部在马家浦河
段背沙袋，堵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