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题4

救灾装备如何加强？
每次灾害发生后，受灾地区灾民

们的衣食住行都要纳入苗建中的考
虑当中，他指挥下的民政救灾系统开
始高速运转。

“救灾出事就是大事。”去年“威
马逊”过后，省民政厅向灾区发放一
批救灾食品，其中出现了发霉面包，
民政部门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同时，全省救灾专业设备及工具
极度缺乏也困扰着民政部门。全省
救灾装备落后，基层灾害信息员报灾
设备简陋，缺少应急通讯装备和音频
视频录制设备，致使灾情上报迟缓、
滞后。

“‘威马逊’台风一来，几乎所
有手机都不通，与各市县民政部
门、乡镇民政助理联系不上，灾情
难以及时上报。不能及时准确了
解灾情，又如何科学指挥救灾。”苗
建中说，全省救灾专业设备及工具
都极度缺乏，对台风多发的海南来
说，全省民政部门连最基本的GPS
定位仪、越野车、防水手机、手动油
泵都配备不全，更别提卫星电话、
冲锋舟、水陆两用车、专业的救灾
指挥车、生命探测仪这些较为先进
的设备了。

在三江农场，每年都要负责在台
风季转移灾民的陆圣坤也指出，缺少
救灾工具，没有气垫船，转移群众很
不方便，这是在“威马逊”过后，自己
觉得不足的地方。

答卷4
救灾食物交由

食药监部门严格把关

去年的“发霉面包”事件发生
后，省民政厅要求所有发放灾区
的食品都必须经过食品药品监督
部门的检测合格后才可以向灾民
发放。

“海南的天气比较热，我们与
大商场签协议时，要求他们提供保
质期比较长的食品。”文昌市民政局
救灾股负责人说，“威马逊”后，文昌
当地民政部门就与食药监部门相互
配合，民政部门负责调配，药监部门
在灾区驻点检测，确保食物合格后
才予以放行。“食药监部门介入救灾
物资发放，为物资保障特别是食品
安全保障加了一道安全关卡。”

海口的防御台风应急总预案中
同样提出，所有配送至灾区的食物都
要由食药监部门出面来检验。“是否
合格，必须要签字，才可以放行。”肖
兆菁表示。

此外，今年省民政厅在购买省本
级救灾储备物资品种上体现了多样
化，增加了卫星电话、发电机、橡皮
艇、油锯、彩条布等设备。

考题3

备灾能力不足怎解决？
在负责救灾工作的万宁市民政

局副局长蔡学文心中，2013年12月
14日，50年一遇的强降雨对万宁遭
受的创伤并不比台风小。

灾害过后，大批灾民被转移、安
置，急需救助，但救灾物资的调配让
蔡学文感觉很吃力。

蔡学文回忆，由于临时救灾物资
储备点空间狭小，物资量不足且品种
较为单一，大批救灾物资不得不从海
口运过来。

省民政厅今年的一份报告也指
出，全省大部分市县救灾物资储存标
准不高，防潮、防压、防腐、防火、防
盗等工作不到位，严重影响了救灾物
资的使用效益。

“海南四面环海，一旦发生大面
积的、破坏力巨大的自然灾害，对外
交通、通信中断的话，外援难以及时
上岛。”苗建中担忧，在更大的自然灾
害面前，以现有的救灾物资储备，能
独立支撑多久？

更让苗建中为难的是，全省大部
分市县没有建设救灾物资储备库，更
别提镇级储备点了。

答卷3
构建东西南北中

救灾物资储备网络体系

万宁后安镇多荫村委会所处位
置交通便利，距东线高速公路入口约
8公里、东环高铁万宁站约10公里。
6月17日，工人们顶着烈日建设海南
省东部救灾物资储备中心。

“这里交通运输便利，不仅针对
万宁，还能满足周边的琼海、陵水、保
亭、琼中等市县对救灾物资的需求，
是我省东部地区救灾物资仓储和紧
急调运的枢纽和中心。”蔡学文说。

在文昌，当地民政部门为存储救
灾物资增设了4个储备点，并增加了
救灾物资的总量。储备仓库生活类
的品种比往年多，以前只有棉被，现
在增加了凉被、草席。

“水火无情，自然灾害不等人，我
们要保证灾害发生后12小时之内，救
灾物资能够送到灾区受灾群众手中。”
苗建中认为，救灾物资储备应形成省
——市县——乡镇3个层级，这样才能
满足应急救灾物资就近调用的原则。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除了东部
救灾物资储备仓库，西部（儋州）救灾
物资储备仓库、北部（海口）救灾物资
储备仓库和中部（五指山）救灾物资
储备仓库也在加紧建设中。

苗建中表示，新建的四个救灾物
资储备仓库建成后将与已投入使用的
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和三亚市救灾物
资储备中心构成东、西、南、北、中全方
位覆盖的救灾物资储备网络体系。

考题5

救灾机制体制怎改善？
“救灾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是

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各种灾
难、危机面前，政府如何有效应对？
救灾体系要如何建设，才能更高效更
有序地运转？”这一连串问题，是苗建
中经常思考和研究的难点问题。

“威马逊”过后，由于交通、通讯
中断，很多地方基层的灾害信息无法
及时反馈给民政部门。“台风来了，信
息无法互通，也不知道灾区需要多少
物资，最终导致有的乡镇10多辆救灾
车扎堆，有的乡镇救灾物资较少。”文
昌市民政局副局长林师乐坦言。

民政厅的报告则指出，个别市县
在媒体报道出来了才了解本市县的
灾害损失情况。

“威马逊”过后，大批的社会爱心
企业、公益组织涌入重灾区翁田镇，
爱心人士们将物资直接发放到灾民
手中。“政府部门掌握不到救灾物资
的情况，无法进行调控。”郑鸿雁说，
一些乡镇出现了“有的受灾村救灾物
资过剩仍源源不断有物资运进，有的
受灾村物资短缺民众感到不满意”。

答卷5
引导组织社会力量
有序参与救灾

在文昌翁田镇，镇委镇政府在
“威马逊”过后，修改了防御灾害的应
急预案。“网格化管理责任明确、对象
明确，应急性会更加快速。”郑鸿雁说，
以往的预案只是针对3类人和居住在
危房中的村民，现在的预案则实现了
全覆盖，发生灾害后通知面比较广。

陈泽存还专门针对去年转移速
度慢的问题，做了一个明月村转移群
众意向图。“谁家住在瓦房里面，需要
转移到平顶房都有示意。”

在协调社会组织和民间救援力
量方面，苗建中认为，灾害救援，应将
社会组织和民间救援力量纳入应急
机制建设，将其与政府、部队的救援
力量有效协调，用社会救援力量弥补
政府的不足。

“威马逊”过后，省民政厅进一步修
订印发了《海南省民政厅救灾应急工作
规程》，增加了政府部门引导组织社会
力量有序参与救灾工作的内容。

“社会爱心力量对灾区的作用很
大，要让他们的作用完全发挥出来。”
肖兆菁表示，海口今年多个部门加强
对社会组织的协调与沟通。

如何使政府与社会组织结合的
更好？肖兆菁希望，社会组织和民间
救援力量最好在当地救灾指挥领导
小组的统一管理、指挥下进行救助，
要告知救灾部门他们有哪些特长，能
够达到什么样的救助能力。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

考题2

防灾设施建得怎么样？
海口和文昌交界的三江农场，是

去年“威马逊”过后受灾最为严重的地
区之一。当时，所有乡镇都停电了，乡
镇干部们只能拿着应急手电工作。

而灾民们所面临的困难还不仅
仅是漆黑的夜晚。在海口市三江农
场坤山村，村中大量房屋损毁，村中
95%的房屋屋顶被掀翻。

村民们居住的房屋是他们抵御台
风灾害的第一道防线。“灾害过后，没了
这道防线，村民们愁坏了。”三江农场第
一管区第二农业队队长陆圣坤说。

在文昌翁田镇，陈泽存也有类似
的回忆，“威马逊”过境时风雨大作，
地势低的区域泡水严重。

“去年以前全市只有46座防洪
楼，严重不够用！”文昌市防灾多功能
服务楼建设办公室负责人郑为群介
绍，灾民被转移到学校、居委会，经常
是50人住一个房间，灾后过渡期灾民
活动空间严重不足。

对极易遭受台风、洪水、风暴潮、
强降雨影响的海南来说，防灾基础设
施建设刻不容缓。

答卷2
文昌斥资9800万

建防灾楼

6月17日，一缕阳光撒在三江农
场坤山村，收割机在水稻田上来回运
转。农田里是“威马逊”过后村民们
复耕的第一茬水稻，长势喜人，村民
们眼中满是希望。

距稻田不远处的村中，错落有致
的新房，干净的村道成了一道风景线。

坤山村村民陈玉波和陈玉山是
去年超强台风“威马逊”的重灾户，是
全市323户住房倒塌户的其中两户，
在政府的扶持下，两兄弟经过几个月
的努力，把家园重建了起来。

同样在文昌翁田镇，“威马逊”后
列入补助对象的毁坏房屋5213户，
其中3111户得到修缮，2000多户得
到重建。在明月村委会内六村小组，
崭新的砖瓦房贴着大红对联，红色绸
带悬挂门口，村民一脸幸福和喜悦。

“新建的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
平顶房，五保户、低保、贫困户群体都
有固定的场所可以避风了，‘威马逊’
再来绝对没问题。”文昌市翁田镇镇
委书记郑鸿雁说。

防灾楼的建设也一刻没有耽
误。6月16日，在明月村委会门前的
一块工地上，工人们顶着烈日正按照
图纸，对打好地基的防灾多功能服务
楼（又称防灾楼）加紧建设。

“文昌今年新建的防灾楼比以往
总数的3倍还多。”郑为群介绍，今年
来，文昌市委、市政府投资 9800多
万，全面启动了防灾楼建设。

考题1

防范意识提高了吗？
时间回到去年7月 18日下午3

时30分，超强台风“威马逊”在文昌市
翁田镇沿海登陆。

风雨交加的彼时，翁田镇明月村
委会书记陈泽存正和村干部们对辖
内31个自然村的群众部署转移。但
不少村民不愿撤离：“台风年年有，不
急着撤。”

然而，台风过境，明月村房屋倒
塌，大树折倾，海水倒灌，农田被淹，
渔船毁损。村民们意识到，有些麻痹
大意了。

与明月村的村民一样，其他受灾
地区的群众也都以平常应对台风的
经验和心态来面对“威马逊”。台风
过境，强风和降雨造成大面积停水停
电、手机没有信号、加油站加不了油，
让他们“傻了眼”……

“威马逊”过境后，省应急办向省
政府提交了《关于超强台风“威马逊”
防御工作的反思报告》，指出在“威马
逊”的防范上，预警信息发布覆盖面
不高；个别地方及政府有关部门未及
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比如绿化
树木未及时修剪，广告牌等高空悬挂
物未拆除或者加固等。

“我们以往按照14级台风来设定
防灾减灾预案的，没想到去年的台风
达到了17级。”省民政厅厅长苗建中
认为，海南是台风多发地，受传统“重
救灾，轻减灾”的救灾观念影响，面对
灾害 ，群众风险防范和自救互救意
识较为薄弱。“大部分市县防灾减灾
宣传力度有待加强。”

答卷1
预警时间延长
抗风等级提高

海口遭受“威马逊”袭击时，原有
的《海口市防风防洪应急预案》是基
于水电基本通畅、通讯基本保障情况
下的应急预案，且侧重于防洪，已不
能满足强台风大范围破坏、大面积受
灾下的应急响应需求。

“威马逊”过后，海口市以最短时
间出台了针对强台风制定的全国首
例应急预案——《海口市防御强台风
应急总预案》，规定海口市政府主要
负责人担任防御台风总指挥长，下设
道路交通保障、通讯保障、供电保障、
供水保障等11个小组。

“总预案施行起来后，各个部门
协调能力进一步加强。”海口市民政
局救灾处处长肖兆菁举例说，在“海
鸥”台风没到前，部队就已经开始提
前转移群众了。“海口市的自然灾害
预警机制从原来的24小时预警延长
到了现在的72小时预警。”

“威马逊”的教训太深刻！政府
充分利用网络、媒体、手机短信等各
种传播手段，反复告之“海鸥”的登陆
时间、路径、风力及可能带来的危害，
并提醒公众应对台风的注意事项。

“通知防风，网格员挨家挨户动
员居民转移，转移危房群众，转移低
洼房居民……”在今年5月12日防灾
减灾日当天，宏亮的广播声在海口凤
翔社区居委会上空不停回荡，这里正
在进行防灾演练。

“城乡社区作为抵御灾害的第一
线，其防灾减灾工作最直接地影响城
乡经济发展和居民人身、财产安全。”
苗建中认为，让公众更加尊重科学，
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我保护、自我
救助的能力尤为重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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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刘操）
6月初，万宁市后安镇龙田上荫坑村11
队的李大军领到了一笔2500元的保险
赔偿金。因为连续的降雨，李大军家的
房屋梁断了。而因为在此之前支付了3
元钱的农房保险保费，他成为万宁享受
农房保险赔偿金的第一人。

“我们现在为全市55529户农民房
屋出具了保单，提高农村居民抵御自然
灾害和意外事故能力。”万宁市民政局副
局长蔡学文说，根据方案，全省在万宁试

点的农房保险由财政提供60%的保费
补贴，砖瓦结构农房每年每户保费11.25
元，农户只需负担4.5元，保额1.5万元。
钢混结构农户每年每户保费7.5元，农民
只需负担3元，保额2万元。而对于没有
实行集中供养的农村五保户，自负保费
由当地市县级财政负责全额补助。

“政府将按照1.5元的标准给每一
个市民购买自然灾害人生伤亡保险。”
对百姓面对灾害的保障能力方面，海口
也在积极谋划。

■ 本报记者 刘操

就在本周，台风又来
了！今年第8号台风“鲸鱼”
6月22日18时50分左右登
陆海南万宁和乐镇，海南又
一次迎战台风的战役打响
了。

这次我们有备而来。在
海口，有关部门在台风到来
前修剪了6000棵树木，对市
内58座水上桥梁及重要桥
梁排查消除安全隐患。在台
风登陆点万宁，“鲸鱼”过后
第二天，当地政府就成立了
救灾指挥部。

今年迎战台风第一仗告
捷，但对于每年夏季都无法避
免遭受数次台风的海南而言，
这只是个开始，难言轻松。早
在本月初，省减灾委就指出，
由于厄尔尼诺现象“添乱”，未
来我省极端天气如强台风发
生的概率有可能增大。

不仅如此，去年，超强台
风“威马逊”与台风“海鸥”两
场重大灾害让人至今记忆深
刻。两次大灾害带来的伤痛
是一种力量，敦促我省深刻
反思自身灾害防御体系、备
灾救灾减灾机制建设的薄弱
之处。

迎战台风，海南必须回
答好5道基本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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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将为市民购买自然灾害人生伤亡保险

■ 刘操

去年被台风摧残过的家
园焕然一新。

在文昌，各个乡镇都有相
似的场景，防灾楼建设工地热
火朝天地赶工。翁田镇明月
村委会书记陈泽存指着工地
上防灾楼的建筑材料说：“这
里的钢筋比我们以前盖房子
用得多，钢筋也更粗！”

在万宁，万宁市民政局
副局长蔡学文可以清晰回忆
出后安镇万宁东部救灾物资
储备中心的每一个时间节
点。工程刚刚封顶，蔡学文
已经开始规划着未来每一个
救灾物资货架的位置。

在三江农场，第一管区
第二农业队队长陆圣坤的细
心让人动容，屡次台风灾害
都在指挥转移第一线的他，
每天都在排查着村子里未来
可能出现险情的角落。为农
业队配备用于救灾的气垫船
是他最大的心愿。

在海口，凤翔社区居委
会居民全情投入到防灾演练
中，每一个紧急的场景发生
后的处置，他们都力求再真
实些、规范些。“这不是摆样
子，今天的一次规范动作，就
有可能是明天灾害到来时的
经验。”

他们都在迎战台风的路
上与时间赛跑，希望守护住
自己的美丽家园。

与时间赛跑
守护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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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台风 道考题的
海南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