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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温岭9月14日电（记者 赵静
胡静漪 共享联盟温岭站 郑灵芝 江文辉
赵云）9月14日，受第12号台风“梅花”
的外围影响，温岭城乡公交车停运。凌
晨 4 时半，天黑黢黢的，温岭交旅集团
下属城乡公交公司 204 路车长毛道国
就顶着狂风大雨出门了，他放不下他的
老乘客们——每周一三五，是徐恩夫等
尿毒症患者前往医院做血透的日子。

“我去接他们。”这是他和尿毒症乘
客之间的默契。5 年前，毛道国偶然接
触到徐恩夫，便义务承担起了他的接
送。久而久之，毛道国还成为了其他几
位尿毒症患者的“专职接送员”。

从松门镇南塘一村出发，毛道国第
一站去往石塘镇双红村接徐恩夫。车
子在田湾岭盘旋而上，路上多处树木倒
伏，他好几次惊出一身汗。徐恩夫住在
半山腰上，雨大风大，伞根本撑不住，毛
道国用手机照明，干脆淋着雨上去，没
走几步就浑身湿透了。

“道国你来了。”低矮的两层石屋门
口，70 岁的徐恩夫拄着拐杖等在那儿，
熟稔地同他打招呼。

毛道国搀扶着他小心翼翼地下山，
再一同前往下一站接上患者陈兆火。

石塘镇箬山的石阶，松门镇大交陈村的
海边，都留下了他湿漉漉的身影。

天渐渐亮了，早上 5 时 40 分左右，
在松门镇老镇政府门口，毛道国把5名
尿毒症患者送上了温岭市海安救援队
的车。“行了，接下来交给我。”海安救援
队副队长陈荣军说。

要送的患者有 6 人，私家车坐不
下，昨天毛道国统计了名单，就为这事
儿发愁。陈荣军辗转得知此事后，立刻
加入了爱心队伍，“我们有一辆 9 座的
车，我们来送。”考虑到海安救援队对这
些患者的家庭地址不熟悉，毛道国将他
们从家里一一接过来集合。

陈荣军载着大部队接上了家在松
门镇淋头村的最后一名患者前往市区，
上午 6 时 40 分许，车子到达温岭市中
医院南屏院区，10 分钟后又到达温岭
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院的血透时间都是安排好的，
每人 4 个小时，错过了这一时间段，当
天就轮不到。太感谢他们了，好人有好
报！”说这话时，患者周素来哽咽了。

4 个小时的血透结束，爱心志愿者
陈仁辉接过了接力棒，将患者们一一送
回家。

温岭司机风雨无阻接送尿毒症患者

公交虽停，爱心接力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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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宁波9月14日电（记者 王波
共享联盟海曙站 孙勇） 14日晚上7时
多，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狂风暴雨。为避
免河水漫过河堤形成倒灌，洞桥紧急对全
镇19个村部分村民进行转移。

洞桥是海曙当地17个镇（乡）、街道
中地势最低洼的区域之一。去年，台风

“烟花”带来狂风暴雨，江水倒灌，洞桥
全镇一度严重积水。此次防台，鄞江堤
防整治工程 16.9 公里的主线已于 6 月
30日封闭并具备洪水外挡功能，但受上
游来水影响，洞桥仍面临不小压力。

短短一个多小时，南塘河水位上涨
了近50厘米，沿岸洞桥村等6个村情况
尤为紧急⋯⋯傍晚，洞桥镇镇政府指挥
大厅里，党委副书记、镇长朱灵勇实时
盯着指挥大屏，手机不停地响着。担心
河水漫堤，镇里积极启动应急预案，所
有联村干部迅速赶往驻村点。6个村闻

讯而动。村干部把私家车当作村民转
移安置专用车，并不断用高空“大喇
叭”+地面志愿小分队上门劝导的形式，
动员低洼处的村民尽快转移。

沙港村党总支书记全华钧穿上雨
衣冲进风雨中，10 多位村干部、志愿者
紧随其后。

沙港村已经对一些老年人进行转
移。此时风雨已一阵急过一阵，出租房
里周丽华一家刚吃了晚饭。一阵急促的
敲门声，看到满脸雨水的全华钧，周丽华
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紧急：“现在不是都还
好啊，家里又没进水，又不像去年，真的
没必要去安置点！”全华钧只得拉着周丽
华就向南塘河走去：“喏，你看看河水都
涨这么高了，赶紧跟我们去安置点。”在
全华钧努力劝说下，周丽华一边收拾行
李，一边吩咐家人将电器架高。十几分
钟后，跟着全华钧前往安置点。

本 报 海 盐 9 月 14 日 电 （记 者
肖未 共享联盟海盐站 范冰洁 王海滨）
14 日 15 时许，海盐县体育馆避灾安置
点，一场电影正在放映。海盐县人民医
院项目建筑工人张德来看得聚精会神，
伴着剧情节奏，不时发出愉快的笑声，
电影结束，意犹未尽。

“吃喝不愁，还有娱乐活动呢！这里
像家一样，舒坦！”张德来跟身旁的工友说。

你们帮我们造家，我们帮你们临时
安家。13 日 15 时起，海盐县各镇（街
道）迅速行动，安排接送车辆，对全县

213 个在建工地的建筑工人进行安全
转移。截至目前，15450 名建筑工人全
部得到妥善安置。

在体育馆安置点现场，记者看到，宽
阔的篮球场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小区
域。每个区域之间，相隔约1米。“一个区
块就是一个工种，一目了然。”安置点点长
黄建峰说，为确保工人在转移安置过程中
安心舒心，工作人员按照工地项目提前划
分好了休息区块。街道还在安置点组建
了各种保障队伍，如医院服务队、餐饮保
障队、疫情防控队等，提供24小时服务。

本 报 舟 山 9 月 14 日 电 （记 者
何伊伲 通讯员 徐沛昕 孙丹飞 韩军跃）
14 日 20 时 30 分，舟山定海区小沙街道
增辉村竹峙山附近，一棵大树被台风吹
倒压到了村民房顶，正在房内的村民一
筹莫展之时，增辉村党员干部第一时间
赶到，在风雨中，和村民一起用水桶接
上漏水点，并在清理积水点之后，将 7
名村民安全地转移到避灾安置点。

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应转尽
转、不落一人！在街道、社区、乡镇、村
落⋯⋯顶着狂风，冒着暴雨，到处可见
舟山各级党员干部的身影。

9 月 13 日晚开始，舟山新城临城街
道黄土岭村的工作人员和城管队员敲
开一家家门，一遍遍不厌其烦地重复着
同样的话，只为了能把住在危旧房的务
工人员劝离到安全地方。他们看着老
乡们收拾东西锁门离开，再转战下一
家。

低洼地区人员也是重点转移对

象。为确保人员顺利转移，舟山各地提
前排摸行动不便的人员，对辖区内低洼
地区人员连夜开展转移工作，并安排好
工作人员和车辆对特殊人群进行转移。

各方人员安全转移，各避灾安置
点内暖意浓浓。位于嵊泗县黄龙乡峙
岙村文化礼堂内的避灾安置点，气氛
融洽。

“我已经在避灾点啦，你看看，这
里条件很好，吃得好、住得好，还有电
影看，志愿者们一直陪着我们，你放心
好嘞！”峙岙村避灾安置点的村民袁阿
姨一边用志愿者的手机与女儿视频电
话“报平安”，一边带女儿“看”避灾安
置点的环境。原来，了解到袁阿姨使
用的是老年机，村党员志愿者掏出手
机，帮其与女儿视频连线，让远在外地
的孩子放心。

据统计，截至14日18时，舟山已转
移人员 78250 人，避灾安置场所已安置
避灾人员17585人。

本报海宁 9 月 14 日电 （见习记者
徐惠文 共享联盟海宁站 董维刚 沈名扬）
14 日 20 时，在海宁市丁桥镇，汹涌的
钱塘海浪拍打着江岸，伴着密密麻麻的
雨点，整个海塘上只有我们手中这一排
白色的手电筒灯光格外醒目。

风雨潮三碰头，钱塘江大潮格外汹
涌。我们来到海宁观潮热门点位丁桥
大缺口，跟着海潮村村民委副主任朱晨
一起巡塘。他和巡塘党员志愿队的队
员们，已经日夜值守了31个小时。

海潮村以钱塘江大潮而得名，村民
世世代代生活在海塘边。从 9 月 13 日
15 时起，盐官观潮景区和沿江各观潮
点临时关闭，巡塘党员志愿队的任务也
开启了。台风期间，必须保证江岸沿线
所有人员清场——这是一场与台风竞
赛的紧急任务。

“丁桥大缺口是沿江观潮的热门点位，
13日来这里观潮的游客已超过了1万人。”
朱晨告诉我们，担心人手不足，他便迅速在
海潮村的志愿者微信群里发布了信息。

“我来！”“我上！”“我地形熟，我
去！”⋯⋯10 分钟不到，一支 10 人的巡
塘党员志愿队已经满员。

五人一组，每隔一小时巡查一圈。
套上雨衣，我们跟朱晨一起出门了。在
海潮村通往海塘的封锁口，我们远远地
看到有几人正在徘徊。

“台风要来啦，大家快回去吧，观潮
点已经关闭了，危险！”朱晨已经颇有经
验，这两天他们遇上了不少想要观潮的
外地游客，有些游客觉得来一趟不容
易，就想要碰碰运气。

“潮水年年看，可是生命安全不能
开玩笑啊，你不走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你
走！”江边的风声特别大，朱晨扯着嗓子
高声反复劝说。

几番努力，游客们终于离开了江
岸，但朱晨和队员们却不敢放松。“有
些游客劝下来后，看我们走远了就又
会偷偷上海塘，只能靠我们提高巡查
频率。”喊话喊多了，他们的嗓音已经
变得沙哑，“宁可多跑几趟也不能漏掉
一人！”

沿着海塘继续走，我们又远远地碰
到了几名“红马甲”，那是村网格长戎彬
和志愿者准备去村里巡查低洼易涝区
和危房。“亲眼检查过，才更踏实。”戎彬
说。

跟着海宁党员志愿队去巡塘

“宁可多跑几趟也不能漏掉一人”

为保证安全度汛，宁波北仑梅东大闸全体工作人员彻夜值守，通过远程监控和定点巡
查等方式，确保一应水利设施正常运转。 本报记者 贺元凯 应磊 摄

台风往哪，我们这组记者“追风队”
就追到哪儿。出发前，省气象台预计，
台风“梅花”可能会在 14 日下午于台州
三门到舟山一带登陆。于是，我们向宁
波和舟山方向，出发了。

14日凌晨 象山石浦镇
暴风雨前的宁静

我们抵达追“梅花”之旅的第一站，
石浦。眼前的景象让我们诧异，不仅当
地少有风雨，抬头望去，天空中甚至升
起了一轮皎洁的明月。我们万万没有
想到，经过一路上的风雨交加，此处却
显得格外静谧。

直到逐渐向海岸靠近，我们才体会
到，什么叫“暴风雨前的宁静”。我们驱
车沿海岸缓缓行进，海水不断地拍打着
沿岸堤坝，激起高高低低的浪花，在路
灯映照下，还能看见潮水已经没过部分
路面。

此次台风“梅花”恰逢天文大潮。
石浦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副主任陈李
杰说，不睡觉太正常了。我们见到他
时，他正带领 7 名抢险队员干得热火
朝天——为了防止海水倒灌，他们需
要在涨潮前用沙袋和挡板补上所有
通道缺口。“一，二，三！”抢险队队长徐
万锋拎起一个沙袋，重重压在挡板前，
我们也帮忙一起将沙袋压实。据了解，
我们来之前，他们已补了沿海的 70 余
个通道缺口。

夜已深，我们离开时，他们的身影
在路灯下依旧忙碌。“台风登陆前，我
们要重点防强降雨和高潮位引起的海
水倒灌。”陈李杰说，等到夜间潮水退
去，他们会继续轮流彻夜巡查，守护
海塘。

14日9时 象山崇站港
“避风港”里的忙碌

我们到达时，这里已经狂风呼啸，
一阵阵暴雨袭来。在这个锚地，放眼望
去，一艘艘钢质渔轮首尾相接、整齐排
列，停靠在崇站港避风锚地。

“请各位渔船老大加固缆绳，留足
值班人员，做好渔船防台工作。”象山
县海洋与渔业执法四中队副中队长徐
锦涛驻守在这里，一遍遍提醒渔民注
意安全。

锚绳是否拉紧？渔船物资储备是
否充足？疫情防范是否规范？象山县
海洋与渔业执法队以及新桥派出所等
部门一刻不停在巡逻、检查。“你们看，
崇站港锚地三面环山，是个天然避风良

港，锚地停了 700 余艘渔船，接近饱
和。”徐锦涛告诉我们，几年前，象山投
入几千万元把这里打造成一个设施齐
全的专业锚地，最大能够抵抗 17 级的
台风。

加固缆绳、检查揽桩，趁着雨停时
分，船老大一遍遍进行检查。“台风马上
就要来了，必须把船看牢了。”渔民袁师
傅一听到防台指令，就把船开到了崇站
港锚地。“我们来锚地避风已经三天了，
船上的生活物资都准备充分。”袁师傅
说，船员们这几天都住在船上，每间隔
几个小时就查看一下渔船的情况，确保
渔船不会出现走锚、进水等情况。

14日14时 北仑梅山街道
避灾中心的暖意

下午，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根据
气象预报信息，“梅花”可能转向北仑一
带登陆。我们再次北上，赶往北仑区梅

山街道。
室外风雨交错，在梅山街道避灾中

心，我们却看到一幅暖意融融的画面：
梅山街道第六代非遗传承人沈康成正
在向小朋友教授水浒名拳，大人们接受
着各项志愿服务。

“一方面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另一
方面也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我们努力
营造温馨的‘避风港湾’，”梅山街道相
关负责人介绍，避灾中心安置了 70 余
名转移人员。

在这里避灾的转移人员不少是附近
工地的工人。“这里有理发、剃须、义诊，我
们平时工作忙，这次一次性捯饬一下。”一
名工友说。在这个避灾点，我们看到，转
移人员健身、娱乐，活动丰富多彩。

小朋友成群结队，在志愿者带领下
开展小游戏。“台风是怎么形成的呢？
为什么我们要躲避台风呢？”党员志愿
者为小朋友讲述科普知识。通过一个
个小故事，志愿者向小朋友普及避灾避

险、守护生命安全的知识。

14日20时 北仑郭巨街道
微光中的守护

“梅花”继续向西北转向的消息传
来，根据最新路径研判，台风很可能在
北仑到舟山一带登陆。我们再次启程，
从梅山街道出发，前往与舟山隔海相望
的北仑区郭巨街道洋涨村。

一路上，“梅花”携狂风暴雨步步紧
逼，不少车辆抛锚，打着双闪停在路
边。“慢慢开，别熄火！”我们一路小心谨
慎，终于在 20 时顺利抵达洋涨村老村
委会。

还没进村委大厅，只见一帮青壮年
穿着雨衣打着手电筒直往雨里冲，我们
快速跟了上去。一问，原来是洋涨村支
部书记胡成君正要带着洋涨村党群先
锋队巡村。

村里的小路坑坑洼洼，蓄满了积
水，稍不留神，就会一脚踏进水坑。没
走几步，我们的雨鞋里已经灌进不少积
水，脚步也越来越沉。我们顺着先锋队
员们手电筒的微弱光线行进，不时注意
着路面上横卧着被风折断的树枝。

“村里的田被水淹了！”前方，一位
先锋队员朝我们招手。走近看时，只见
一片水稻已经被淹没了一半，只剩一些
尖尖露在水面上。胡成君看了看边上
闸口的水位，又看了看手机，“马上就要
涨潮了，我们得等晚上退潮后，才能开
启闸门排水。”那水稻怎么办？我们不
禁担忧。“问题不大，我们排水速度会很
快，这几个小时，水稻可以撑过去的。”
胡成君胸有成竹。

狂风把雨水狠狠打在我们脸上，黑暗
和湿冷不断向我们袭来，来回一个多小时
的巡村路上，我们陆续检查了河道水位、
避风港的渔船和撤离点的房屋。随着台
风逐渐逼近，风雨逐渐加强，大家紧紧挨
着，不时停一停，以防止被风吹走。

突然，手机闪烁出一条消息：“梅
花”在舟山普陀沿海登陆了！

随着台风登陆的消息尘埃落定，先
锋队员们舒了一口气。回到村委会时，
已是晚上 10 时。“你们可以休息了吗？”
我们关心道。胡成君却慢悠悠地脱下
雨衣，挂在窗沿边，然后找了个椅子坐
下，“这几天都不打算睡了，我放心不
下！台风登陆后，尾巴还是可能会扫到
我们这边，我就坐这稍微眯一下，一会
儿再去巡查一遍。”

隔海相望，我们终究没有追到台
风登陆点，但追风路上遇到的人和事却
让我们感动良久。

台风往哪，记者就赶到哪——

一路向北追“梅花”
本报记者 朱 承 应 磊 贺元凯 周旭辉 徐文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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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 应转尽转 不落一人

风雨大转移

深夜，石浦镇抢险队员用沙袋和挡板补上所有通道缺口。 本报记者 周旭辉 摄

记者采访象山县海洋与渔业执法四中队副中队长徐锦涛。 本报记者 徐文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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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这里像家一样，舒坦！”

9月14日，长兴县龙山街道一处建筑工地，县交投汽运公司安排车辆将施工人员转移到
安全地带。 拍友 谭云俸 温佐华 摄

9月14日，长兴县龙山街道一处建筑工地，县交投汽运公司安排车辆将施工人员转移到
安全地带。 拍友 谭云俸 温佐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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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海曙“赶紧跟我们去安置点”

本 报 舟 山 9 月 14 日 电 （记 者
何冬健 通讯员 康明军）“我们三号车
刚出去回来。一号车中间回来了一次，
刚泡的泡面还没有吃，然后又赶忙出去
抢险了。”

这是 14 日晚上 8 时许，舟山市定
海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局）局
长林建刚用手机记录的一幕。从早晨
6 时起，该局 100 余名队员忙得脚不沾
地，任务涉及排涝抢险、社会救助等复
杂情况。

当天 18 时至 21 时，定海站雨量达
到 114.1 毫米，3 小时的降雨量相当于
定海 9 月常年降水量的 65.8％。城区
易涝点的水位仪等设备立刻向数字化
监测系统发出警报：“当前已有多个易
涝点水位较高，请及时排查。”

险情就是命令。200 余个水泵、1
万多个沙袋下拨到各镇（街道）水浸易
涝点并进行排涝，其中最吸引人眼球
的，是两台每小时排水量 1500 立方的

“龙吸水”移动抽排水泵车，其排水量是
常规排水泵的上百倍。

“晚上 8 时多，我们就到达环城北
路和人民北路交界处内涝点进行作业，

不到一个小时，浸水道路的水位下降约
40 厘米，我们现在正要赶往下一个作
业点。”林建刚抹了一把头发，上面不知
是汗水还是雨水。

城市“血脉”不畅，排洪排涝极易出
现梗阻。面对台风“梅花”考验，定海城
区防洪排涝体系——五山水利工程的

“中提升”就好比是解决这个梗阻问题
的推进器。

“在泵站内按下开关，每秒有10立
方米的河水被迅速抽排入海，且不受外
海潮位影响，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行
洪。”定海区防指办常务副主任莫金刚
介绍，强排总流量不仅在原有基础上增
至 72 立方米/秒，强排能力提升 80%，
进一步提升了台风等强降雨天气下在
高潮位顶托时洪水强排出城的速度。

他告诉记者，定海城区主河道由于
五山水利工程实施，排水顺畅、水位可
控，但由于老城区地下管网堵塞，出现
部分低洼地段积水。

截至发稿前，通过紧急排水，定
海城区 30 个积水点已降至 5 个。风
雨 依 然 交 加 ，排 涝 抢 险 还 在 紧 张 进
行中。

定海3小时降雨量超9月常年降水量六成

暴雨中，打通城市“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