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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0303 众志成城众志成城 重建家园重建家园

■ 陈雪怡

9月8日11时许，《致全省人民的一封
信》发出，信里提到“当前，抗击台风工作已
全面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把通路、通
电、通水、通信、通气、通油和城乡排涝‘六
通一排’作为优先事项”。一个“优先”、道
尽万千，灾后恢复重建，群众需求优先，我
们当坚定目标、全力以赴，尽最大努力、以
最快速度，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事情分轻重缓急，在灾后恢复重建
阶段，哪些事情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是

“重”是“急”，那么这些事情就是党员干
部工作的“重”与“急”。没水没电、路断
网断……这些是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最
基本需求，因此，灾后恢复重建，必须把
通路、通电、通水、通信、通气、通油和城
乡排涝“六通一排”作为优先事项，必须
重点推、加急干。

话及此处，让人不禁想起一则被广泛
点赞的贴心举措——

自 9 月 3 日起，海南开始对全省 38 周
以上未分娩孕妇进行全面摸排，对38周及
以上、高危孕产妇开通孕产妇急诊急救绿
色通道，实现应收尽收。截至 9 月 6 日 15
时许，已全面摸底全省孕期38周以上未分
娩孕妇 2495 人，经动员已住院待产 1062
人，已分娩 259 人。台风灾害面前，孕产
妇、新生儿有了温暖港湾。

母婴安全，不仅是孕产妇和家庭的最
大需求，也是全社会重大关切，必须优先
抓、优先做。正如有网友评论道，“必须
夸！好榜样！孕晚期半夜发动、提前发动
的宝妈特别多，各种突发情况要应对！”孕
产妇在台风前提前入院，“台风宝宝”在风
雨中顺利降生，不仅是“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始终把人民群众
需求放在首位的生动写照。

从灾前到灾后，一个“始终”贯穿全程；
从生命到生活，需求“首位”彰显为民。始
终把人民群众需求放在首位，告诉我们，无论是灾前防御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还是灾后重建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只要群众需要，就是当务之急，满足群众需求，就是首要工
作。

眼下，有电有水、通信通气等，是群众首要需求，必须“置顶”
处理，尽最大努力修复中断的电力、供水、供气、通信等基础设
施，以最快速度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截至9月7日15时，全
省恢复电力线路200公里，恢复用户用电4.4万户，恢复通信基
站1万余个。截至9月8日11时，已恢复海口近90%受影响用户
供气；截至9月8日12时，海口小区供水覆盖率达88.09%。除此
之外，随着海南各地逐步解除防台风“六停”措施，上班上学、项
目建设等也将逐步回归正轨。回归正轨的前提是道路通畅，因
此要将道路清障同供电抢修、通信恢复等工作同步推进，稳妥有
序复工复产复市复航复学，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最大程
度减轻灾害影响。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让我们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心怀希
望、齐心协力，争分夺秒打赢这场灾后恢复重建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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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会计中级资格考试台风后开考

海南多措施保障考生顺利应考
本报海口9月8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陈婧）9月8

日，2024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海南考区考试顺利开
考。为确保考试在极端天气后能够平稳有序进行，省财政厅与
各考点院校紧密合作，采取了一系列周密的保障措施，有效保障
了考生权益。

据悉，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是会计领域最重要
的考试之一，每年举行一次，与考生的职业规划、就业资质息息
相关。本次考试全省设置6个考点，共计14356名考生（含港澳
台考生5名）报名。

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采用计算机考试形式，电力保
障至关重要。然而，受台风“摩羯”影响，海南大学海甸校区、海
南工商职业学院考点供电设施损坏，短期无法恢复。省财政厅
迅速协调资源，调集了4辆应急供电车为考点提供不间断电力
支持，确保了考试系统的稳定运行。

同时，各考点还积极组织人员清理路障、修复门窗，并对线
路、网络、计算机等考试设施进行了全面检修，为考生营造了一
个安全、舒适的考试环境。接下来，海南省财政厅将持续关注考
场情况，保障考试顺利进行。

海南人社领域推出
做好台风灾后恢复七条措施

本报海口9月8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李京赟）9月8日，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海南人社
领域全力做好“摩羯”台风灾后恢复七条措施》，从就业和社保等
方面对受灾群众予以帮扶。

七条措施包括：做好受灾群众就业安置工作，加快灾后公
共就业服务能力恢复，加强灾后以工代赈项目用工保障，进一
步强化受灾家庭“雨露计划”毕业生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
为受灾困难群众代缴养老保险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切实
加强工伤职工权益保障。

其中，在受灾群众就业安置方面，各受灾市县可开发灾后重
建临时公益性岗位，主要从事乡村基础设施重建或修复、道路清
障、保洁或防疫消杀等工作。

在为受灾困难群众代缴养老保险费方面，各市县人社部门
将指导本地社保经办机构，加强与民政部门对接，对因“摩羯”台
风受灾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返贫致贫人口、脱贫不稳定人口、
边缘易致贫人口、突发严重困难户等参保人员，尽快按照相关规
定，为其代缴2024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进一步减轻
困难群体缴费压力，做好兜底保障。

本报海口9月8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
记者王培琳）9月8日，海南省防御台风“摩
羯”应急指挥部第二场新闻发布会在海口
举行，发布会上，各相关部门通报台风过后
的电力、通信等行业的恢复情况。

海南电网相关负责人通报，截至目前，台
风“摩羯”累计影响用电客户168.1万户，已恢
复91.2万户。通报称，全省35千伏及以上变
电站停运79座，截至目前，已经恢复37座；
10千伏及以上线路836条，恢复602条。受
台风影响累计1202个小区停电，715个小区
已恢复供电，供电恢复率60%。

为了有效推动快抢修、早复电，南方电网
公司从广东、广西、贵州统筹调配力量跨越琼

州海峡驰援海南，通航以来支援队伍5614人
已抵达海南，6481人将于8日夜间抵达海南。

在通信方面，到8日19时30分，通信基
站退服数和退服率实现双降，全省通信基站
退服率从最高值35.4%降低至28.3%，海口
市、文昌市通信基站退服情况也有所好转，
全省通信服务将力争在9月10日恢复基本
正常。

通报称，截至9月8日18时，全省通信基
站退服数累计达 28107 个，当前全省仍有
14076个基站退服，退服率28.3%。文昌市
和海口市受灾最重，当前文昌市通信基站退
服数为1805个，退服率59.8%；海口市通信
基站数退服数为6057个，退服率46.5%。全
省抢修恢复通信基站 14031 个，修复率为
49.9%。从7日20时到8日18时，全省抢通
基站3158个，其中文昌市抢通182个，海口
市抢通1293个。

据介绍，“摩羯”过境后，通信行业迅速启
动应急保障和抢修恢复，在协调物资支援方
面，铁塔集团支援海南的应急发电油机600
台，将很快抵达海南，其他公司的支援物资也
正在途中。

海南省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
着电力供应的逐步恢复、通信抢险力量的持
续投入，以及外界支援力量的陆续到达，通信
服务抢修恢复进度将进一步提升。

据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8日
19时30分，全省已有1030所中小学、14所
高校、17所中职学校通水通电，可以复课。据
了解，8日晚，有关部门还在抢修供水供电设
施，力争9月9日全省复课学校比例达到80%
以上。其余受灾较为严重的学校将推迟复
课，在恢复供水供电及完善基本的教育教学
条件，且消除了安全隐患后，陆续复课，具体
的复课时间由属地市县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

公布。
此外，省财政厅也通报了紧急调拨资金

情况。据介绍，为支持市县做好台风防御工
作，在台风到来前的9月4日，省财政厅紧急
向各市县调拨资金11亿元，特别是加大海
口、文昌等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市县的资金调
度力度，确保各市县有充足的库款用于防风
救灾。

灾情发生后，省财政厅第一时间向财政
部反映受灾情况，争取中央下达我省第一批
自然灾害救灾资金0.85亿元。同时国家发改
委下达1亿元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资金。
此外，省财政厅又统筹省级自有财力10亿
元，合计11.85亿元，用于支持我省救灾和灾
后恢复重建。目前，省财政厅正对接各厅局
和市县，整理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资金需求，
也将积极向中央部委反映，争取更多的资金
支持。

715个小区已恢复供电，通信基站退服率28.3%，1030所中小学可以复课

全省各部门全力保障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新闻发布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邱肖帅

超强台风“摩羯”过后，海口市蓝天路民
生农贸市场，一本略显潦草的账本，记录了一
个守望相助、彼此信任的故事。

“手机没有网络可怎么办？”9月8日上
午，市民李莎来到民生农贸市场，正打算买些

蔬菜回家，没带现金的她付款时犯了难。
摊主洪清芳很快看出了李莎的窘境。“这

些菜先拿回去吃，啥时候有钱啥时候付。”她
熟练地装好蔬菜，爽快地对李莎说道。

洪清芳在这个市场卖了20多年菜，街坊
四邻都喜欢叫她“洪阿姨”。李莎不是洪阿姨
遇到的第一个因网络不便没法付款的顾客。
洪阿姨摊位上放着一本笔记本，每页以不同
的笔迹记着不少手机号码，号码后边还写着
买菜金额。

“网络信号不好，我们都理解，阿姨不能
让大家没饭吃。”原来，超强台风“摩羯”使海

口部分区域手机网络受损，有些顾客未带现
金，手机也无法支付。9月7日起，洪阿姨便
找来一本笔记本，让顾客自己登记手机号和
买菜金额，实现自助挂账。

“不怕我逃单，不给你吗？”李莎笑问。
“都是老顾客，这点菜钱不至于不给。灾

难面前，人人都有一份责任。”洪清芳笑答。
在现场，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注意到账

本上有的手机号已经被划去。“有的顾客怕我
担心，昨天上午刚买菜登记，今天下午就把钱
送来了。”洪清芳说。

“洪阿姨给大家提供了便利，我想我们赊

账的人也不会辜负了这份信任。”李莎说。
洪阿姨的事迹，被多位市民发在了网络

上，受到了网友的点赞。“洪阿姨是这里的诚
信摊主，非常热心肠。”看到记者在采访，农贸
市场的一位管理人员上前说道。

洪阿姨的摊位处在市场的中间，每当有
顾客前来选购菜品，整个市场都会响起她爽
朗的笑声。

“13876xxxxxx；39元”“18630xxxxxx；
4.5元”……随着时间延长，洪阿姨面前的蔬
菜越来越少，笔记本上的数字却越来越多。

（本报海口9月8日讯）

洪阿姨的暖心账本

■ 海南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党朝峰

“来，小伙子！喝点水，歇一歇。”9月8日
中午12时许，烈日当空，一名老人用水桶装
了满满一桶冰镇饮料，递到正在清理树枝的
子弟兵身边。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9月7日，台风“摩
羯”登陆文昌翁田镇第二天，面对巨大灾害，
以翁田镇政府为指挥中心，部队官兵、消防队
员、志愿者等纷纷闻令而动，清理道路障碍、
抢修供电设备、入户排查险情……

两天时间内，主干道路打通了，镇区供水
恢复了，街道上商铺也陆续开门恢复营业。
在各界帮助下，翁田镇干部群众共克时艰，一
步步重建美好家园。

部队、消防、居民等合力打通
主干道路

“台风登陆之前，我们已经和部队取得联
系，商量怎样在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开展灾后
恢复重建工作。”文昌市委常委、武装部政委
赵金路说。

灾情就是命令。9月7日，海军驻文昌某
部队官兵分为多组，在统一指挥下，从环岛旅
游公路由外围向镇区，对主干道路上折断的
树枝进行切割和清理。

文昌市消防救援支队翁田前置负责人蔡
亲攀介绍，为抵御台风“摩羯”，消防部门派出
3辆消防车、2艘舟艇及其他救援设备，同时，
洋浦消防救援支队增援10名队员来到翁田
镇，一共组成25人的救援队伍。

9月6日晚上9时许，台风逐渐减弱后，
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启动道路清障工作。9月
7日凌晨5时许，通往环岛旅游公路的一条县
道被打通。上午7时许，经过短暂休整后，救
援人员再次出发清障。

“除了部队和消防的支援外，我们也提前
将挖掘机、铲车、油锯等设备停放在镇上，做
好灾后第一时间组织镇上居民启动重建。”翁
田镇政府常务副镇长杜秀柏介绍，在部队官
兵、消防队员等多方配合下，台风过后第二天
即打通了镇区通往各行政村的道路。

志愿者进村帮助村民共渡难关

“我们的虾苗场不知道损失情况怎么样，

什么时候路能通，我们要赶紧回去看看。”7日
早上，海兴农翁田虾苗场职工在安置点焦急
地向镇政府工作人员询问。

驻村干部、文昌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林洋立刻带着人，把安置点通往乡道的道
路清理开，并找来车辆帮职工们找到返场
的道路。

8日中午，排崀村村民张丹青骑着电动车
准备给住在附近的父母送午饭，看到下村工
作的志愿者顶着大太阳步行，她立刻停下来，

带上志愿者快速出发。
翁田镇内六村曾经因台风“威马逊”损

失惨重，此次村民在水泥房里安全渡过了
“摩羯”的侵袭，但村道上还有很多树木等待
清理。

“家里的水泥房很安全，现在家里没有水
和电，不过我们还有井水抽来临时给大家使
用，这些小树枝我们可以先清理些，大的树木
镇政府很快会安排人来处理，一点点都会好
起来的。”一位准备去挑水的阿婆告诉海南日
报全媒体记者。

帮助村民清理路障垃圾、勘察房屋受损
程度……志愿者们走进翁田镇各村帮助村民
恢复生产生活。“我们会全力做好志愿者的保
障工作，他们有什么需要，镇里尽力配合。”翁
田镇党委书记陈世霖表示。

全力以赴打通水、电、通信网络

“水来了！水终于来了！”翁田水厂的
发电机在台风后受损，经过一天时间抢修
终于得到修复，该水厂也得以在9月8日晚
6时许恢复镇区供水，街道上传来居民的欢
呼声。

在距离镇区不远的博文村，一座通信塔
在台风中倒塌。8日下午4时许，维修工人和
设备陆续抵达现场。“我们来把铁塔尽快修
好，交给通信运营商来重新安装设备，很快就
能恢复这片区域的信号了。”一位现场工人答
复上前询问的村民。

翁田供电服务中心经理陈富介绍，来自
广东的支援队明天也会到达镇上，按照已经
制定的重建方案，电也会很快通上；翁田水厂
负责人告诉记者，9月9日三亚的管道抢修队
伍将到达翁田，相信村里的供水也马上可以
恢复正常了……

（本报文城9月8日电）

文昌翁田镇:干群携手克时艰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梦晓

“快，真快！”9月7日上午10时许，刚走出
小区的海口市民蔡先生看到，眼前的南沙路虽
然路边仍堆放着不少倒伏树木的枝干，但主干
道路已经基本不受影响，车辆往来无阻，“这和
设想要堵好几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让这一切不一样的，是一群正在清障的
忙碌身影——

超强台风“摩羯”过后，海口城区各路段出
现树木倒伏的现象，海口有关职能部门快速响
应，第一时间迅速抢修。当天，海口龙华区园
林管理局在南沙路对倒伏的树枝进行清运。

黄辅书是该局较早赶到现场的一名工作

人员。“我来到的时候，树倒得无处下脚。怎
么办？就得一点点干，还得快点干，以最快的
速度保障市民出行。”他说。

倒伏的树枝需要清理，龙马环卫便启动
24小时三班制应急措施，对所管辖的区域路
段进行路面清洁，确保风雨过后迅速完成道
路清理、垃圾清运工作。

团结就是力量。在海口的各条街道，都
能见到园林、环卫、公安、行政执法等各个部
门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的身影，大家各司其
职，协同配合，为人们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在9月7日晚的海南省防御台风“摩羯”
应急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海口市市长丁晖
介绍，海口市按照省领导“保供电、保供水、保

通信、保供气，加快恢复灾后生产生活秩序”
的要求，在十级风圈离开后，以群众优先为原
则，第一时间制定秩序恢复方案，组建交通、
供电、供水等共11个专项小组，抓紧修复受
损基础设施。

截至8日12时，海口小区供水覆盖率达
88.09%；近90%受影响用户供气已经恢复。

而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一幕幕暖心画面
的出现，更让人们看到了海口这座城关键时
刻的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菜市场里卖菜大姐的记账本上，是没有
现金、手机没有信号市民的联系方式：菜先拿
走，钱以后再付；一群学生志愿者，积极投身
于社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酒店为市民免费

提供3个小时客房，洗澡、休息、充电，随意使
用；热心市民用发电机无偿供电，为手机电量

“告急”的市民蓄能；清扫完街道却无法回家
的志愿者，坐着4位市民的“接力”电动自行
车返回……

人心齐，泰山移。9月7日18时，海口逐
步解除防台风“六停”措施；8日的海口，城市
的活力在逐渐恢复：餐饮店里热气腾腾，网约
车开上了路，外卖小哥穿梭在大街小巷，叫卖
的商贩走上了街头……

“真好啊，看到正在恢复的海口。”在街头
清扫了一天的海口阳光义工社志愿者郑海
娜，回望了扫过的路，感慨万分。

（本报海口9月8日讯）

海口:守望相助重燃“烟火气”

9月8日，文昌市翁田镇，人民子弟兵对镇区主要道路倾倒树木进行清障。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