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9月10日
全省清运垃圾

7.6万吨
海口 累计清运

2.8万吨
文昌 剩余约

500吨

截至9月10日16时
停运的10千伏线

路685条，已复电485
条，恢复率70.8%

停运的35千伏及

以上变电站 79 座，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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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
海口供水量达到

79万吨/天

比正常日均供水量

增加了21.5%
已累计送水301个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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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33个水上项目
陆续恢复作业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曹马志 通讯员刘佳茗）9月 10日，记者从海
南海事局获悉，台风“摩羯”过境后，海南海事系
统认真研判辖区通航情况，加强通航环境巡查和
交通组织，组织积压船舶疏导出港，保障涉水企
业复航复工复产安全有序。截至9月 10日 17
时，海口、洋浦、八所、三亚、清澜等港区已基本
恢复正常作业；32条停运的客渡运航线恢复通
航，尚有5条停运；受影响的33个水上项目正陆
续恢复作业。

台风过境后，海南海事局第一时间组织开
展复航评估，按照风力影响程度，结合核定风
力开航等级，指导琼州海峡客滚船航运企业及
时调配运力，逐级恢复生产营运，最大限度保
障重点民生物资、灾后重建和救援应急车辆等
有序进岛。

同时，加强锚地船舶起锚秩序管控，做好
商船进出港交通组织，联合渔业部门同步做好
渔船集中出港交通组织，严防商渔船碰撞。9
月 7日 18时，打通琼州海峡客滚运输通道，全
力保障灾后重建和救援应急人员、车辆进岛；9
月 8 日 8 时，客滚船码头全面实现复工复产，
投入应急疏运任务；9月 8日 13时，琼州海峡
全面复航，辖区集装箱码头、电煤专用码头等
逐步恢复作业。

海南海事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南海事系统
共出动执法人员1070人次、执法船艇43艘次、
执法车辆285辆次开展一线巡查和应急抢险工
作，累计播发预警信息超1.3万条。

海南橡胶企业推进
天然橡胶产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邓钰 通讯员
陈佳卉）超强台风“摩羯”肆虐后，9月9日，海南橡
胶林受到较大影响。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
海南橡胶邦溪分公司组织干部、职工扶起一棵棵
倒下的树木，及时清理出胶林间的生产道路，“抢
救”橡胶树。

作为天然橡胶龙头企业，海南天然橡胶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派出9个
指导组，第一时间走访全省各基地分公司和加工
厂，统筹、指导灾后重建工作。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人力疏通胶园道路，优先
修复影响交通主干道的道路，再调配人力，扶正倾
倒的橡胶树，确保尽快恢复生产！”邦溪分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李振友介绍，在风雨停歇后，该公
司立即到各生产片区查看受灾情况，召集应急先
锋队，快速恢复生产秩序。

面对台风过境后留下的一片狼藉，邦溪分公
司各片区的应急先锋队迅速出动。他们拿起电
锯，带上镰刀，有序地疏通一条条生产道路，一天
内便疏通了所在辖区的所有主干道。

与此同时，邦溪分公司第一时间派出保安队
和护林员在各个重要路口设卡巡逻，做好风害树
木等林木资产的回收和保护工作，防止林木资产
流失。

由于部分生产队尚未恢复用电，为了不影响
胶工割胶，邦溪分公司各个片区积极采取措施为
胶工配套割胶头灯及电动车，大岭片区在总部尚
未通电的情况下，在中转站发电给胶工头灯及电
动车充电，替胶工解决后顾之忧。

9月8日晚上，海南橡胶邦溪分公司已有419
人上岗割胶，9月9日干胶产量为13.158吨。

全力以“复”的场景出现在海南橡胶各大生产
基地。下一步，海南橡胶将全力做好复工复产工
作，疏通道路，做好胶园和非胶作物园清淤排涝和
风害树处理，并组织技术人员分类指导割胶生产，
达到复割标准的要迅速恢复割胶生产。

全省已发动29.17万余名党员积极开展群众转移、安置、救助等工作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海口文昌等5个市县缴存人
可提取公积金重建修缮房屋
提取标准额度按受损房屋建筑面积
乘以每平方米1800元核定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孙慧）9月10日，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发布《关
于住房公积金支持台风“摩羯”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针对海口、文昌、澄
迈、临高及定安等5个受台风影响严重的市县，出
台住房公积金专项支持措施。

《通知》提出，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用
于受损房屋的重建、修缮支出。缴存人自有住房
属于上述五个受灾严重市县，因本次台风影响造
成房屋受损，已列入当地乡镇政府、街道办或农场
认定的受损房屋名单范围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
配偶住房公积金用于重建、修缮房屋，提取标准额
度按受损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米1800元核
定，最高不超过本人及配偶合计的住房公积金账
户余额。

与此同时，《通知》明确，支持受台风影响停工
停产或经营困难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这5个市
县因台风影响停工停产或经营困难的企业，经征
求职工意见无异议后，可办理住房公积金缓缴，缓
缴期限至2025年2月28日。

此外，支持还款困难借款人延期偿还住房公
积金贷款本息，5个市县因台风影响造成借款人
收入下降，无法正常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的，
借款人可在各市县住房公积金服务窗口申请办理
延期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业务。自申请之日
起至2025年2月28日，未还贷款本息不计逾期、
不计罚息、不计入个人征信不良信息记录。

新闻发布

本报海口 9月 10 日讯 （海南
日报全媒体记者马珂）9 月 10日，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从海南省防
御台风“摩羯”应急指挥部第四场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不畏艰
险，积极参与到防汛防风和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

据统计，全省已发动1.85万余个
基层党组织、29.17万余名党员，组织
2682支乡村振兴工作队、7808名驻
村第一书记和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组建7045支党员志愿服务队、5847
支党员突击队，设立1.7万余个党员
先锋岗，积极开展群众转移、安置、救
助等工作，为防汛防风和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

据悉，台风登陆前，省委组织部
及时印发《关于在防御台风中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
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动员
全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冲锋在
前、奋勇争先，积极参加防汛防风工
作；全省19个市县党委组织部通过
发布通知或倡议书等形式，及时广
泛组织动员。中组部专门发来通
知，向奋战在抢险救灾第一线的基
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
示亲切慰问，并从代中央管理的党
费中划拨2040万元，支持海南开展
抢险救灾工作。同时，省管党费也
专门划拨960万元，与中管党费一
起，根据市县受灾情况，及时下拨，
投入抢险救灾工作。

在这次防汛防风和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中，全省基层党组织充分发
挥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健全落实
党员应急动员作用发挥机制，组建
党员突击队和志愿服务队，设定党
员先锋岗和责任区，用好党群服务
阵地，把各方资源力量统筹起来，把
党员、干部、群众发动起来，切实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凝聚起打好硬仗
的强大合力。灾害发生后，第一时
间组织党员排查各类次生灾害隐
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加快恢复基
础设施，积极组织恢复正常生产生
活秩序。

在这次防汛防风和灾后恢复重
建中，广大党员听从党组织号令，在
不同战线打头阵、当先锋，积极参与

“党员突击队”，站好“党员先锋岗”，
认领“党员责任区”，做到了哪里有需
要，哪里就有党员在发挥作用；哪里
有艰险，哪里就有党员的无私奉献，
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如文昌
市铺前镇地太村党支部书记、退役军
人韩俊清，在台风来临前召集村“两
委”干部、驻村工作队等劝导村民转
移到集中安置点，面对群众心存顾
虑、不肯转移的客观情况，苦口婆
心、耐心劝导，顶风冒雨带领党员对
安置点设施安全和吃住安排逐一排
查、落实，彰显退役军人本色，让村
民吃了“定心丸”。9月6日晚上10
点40分左右“摩羯”正肆虐海口，东
方市一名O型RhD阴性血型产妇
急需用血、血库告急，危难之际，海

口市消防救援支队黄颂元、李建立、
王奇照等3名党员，风雨无阻、一路
清障、奋勇前行，历时近8小时成功
将“救命血”护送到位，与省血液中
心的工作人员圆满完成了生命营救
任务，这名产妇也顺利诞下一名女
婴。他们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共产党
员的奉献和担当。

下一步，省委组织部将努力把
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打造成为老百
姓心中的主心骨，组织更多党员在
一线亮身份、当先锋、作表率，更好
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广大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把党的政
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
转化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强大动
力，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海南日
报全媒体记者马珂）9 月 10日，海
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从海南省防御
台风“摩羯”应急指挥部第四场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当前我省多个
部门联合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开展
灾后重建，争取让社会尽早全面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截至 9 月
10日，全省复电率超过60%，清运
垃圾7.6万吨。

另悉，受台风“摩羯”影响，临高
全县11个乡镇受灾，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约96.49亿元。目前，该县全力
做好灾后卫生防疫消杀工作，尽早让
学生复课，恢复城市正常运行和生产
生活秩序。

抢修复电取得
阶段性进展

电力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的重
要基础设施。此次台风强度大、减弱
慢、停留长、影响大，造成杆塔受损数
量多，特别是文昌电网遭受毁灭性打
击，几乎要重建一个文昌配网，导致
部分用户存在短期内无法正常供电
问题。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
书记赵有铖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连日来，海南电网公司累计出动人
员 33312 人次，抢修车辆 9834 台
次，应急发电车1068台次，发电机
234台次，抢修复电取得了阶段性
进展。截至9月10日16时，我省停
电168.1万户，已复电111.9万户，恢
复率66.6%。

据悉，南方电网公司紧急调配
15008人、3475辆车、2架直升机星
夜驰援进抵海南，投入直升机、大型
重载无人机、应急电源车、高空作业
车等数百辆重型装备，推进勘灾和
复电效率提速。海南电网公司提前
组建抢修队伍 7022 人，采取先复
电、后抢修，边勘灾、边抢修的策略，
会同省外支援队伍，全力以最短时
间抢修复电。

力争在中秋节后
完成道路疏通等工作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
长吴刚介绍，台风“摩羯”过后，全省
住建系统全体人员、设备投入到受灾
一线，保障在建工地复工复产，抢修
恢复城市道路和市政基础设施（燃气
管网），清通道路路障，确保社会民众
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全省1696个在建工地，因台风
造成海口、文昌、澄迈等市县部分项
目机械设备、工棚及围挡等不同程度
受损，无人员伤亡。海口、文昌、澄迈
等地的重点项目，目前总体复工率已
达到60%以上。

下一步，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将指导各市县、各企业加快清理、

抢修进度，确保在保障施工安全与质
量的前提下，尽快实现全面复工复
产，力争在中秋节后一周内完成道路
疏通、供水供电及工棚修复等工作，
复工率达到90%以上。

道路清障方面，海口累计清运2.8
万吨，预估还剩4000吨垃圾，预计将
于9月11日前全部完成清运；文昌剩
余约500吨，预计9月12日完成。

燃气保供方面，我省34座天然气
场站和100家液化气罐装站总体运行
平稳，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海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持续监控并协调
恢复工作，保障全省燃气供应稳定。

海口主城区
通信服务基本得到保障

目前海口市民感受到海口城区

逐步恢复了通信信号，但是手机上
网速度还不是很快。为什么会出
现这种情况？海南省通信管理局
副局长陈兴无介绍，海口主城区通
信服务基本上得到保障，正开展应
急复电、抢修线路、更换维修设备、
重建通信基站等工作，将坚持先抢
通后优化的原则，逐步将通信服务
恢复至灾前水平。

据悉，台风“摩羯”给通信行业保
障能力带来巨大压力，虽全力开展通
信抢修恢复，但是通信基站的恢复速
度还是不能满足要求。

为了在更短时间内恢复更多用
户的基本通信服务，海南省通信管
理局主动降低部分区域的手机上
网速度。为尽可能延长通信基站
工作时间，采用应急发电油机供电
的通信基站，仅提供4G通信服务，

通过降低上网速度延长基站使用
时长。

另外，采取调整通信基站技术
参数的方式恢复了一部分区域通信
服务。但是由于单个基站覆盖范围
扩大，如果用户离通信基站较远，处
于信号覆盖边缘，手机接收到的通
信信号会有所减弱，这也会导致手
机通话断断续续或者手机上网速度
减慢等情况。

逐步扩大产能
保障居民用水

受超强台风“摩羯”影响，海口
水厂、供水管网等水务设施损坏严
重，供水中断。海口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邓新兵介绍，水务集
团各抢修队伍全面铺开。因为前期
停水导致管道和各小区蓄水池排
空，加之供水管道因灾受损180多
处，使供水管网压力需要较长时间
逐步恢复。来水后，用户往往会大
量集中用水，管道一直处于边用边
蓄状态，压力恢复缓慢。管道压力
不足导致管网末梢、地势较高等区
域会出现水小、无水的状态。此外，
小区停电及管道、水表、小区二次加
压供水泵房等供水设施损坏也会导
致停水。

连日以来，海口市水务集团全力
恢复供水。水厂迅速复产，逐步扩大
产能。各水厂在灾后最短时间内全
部恢复生产，通过市电抢修和应急柴
油发电，启用了58口应急机井供水，
缓解了海甸岛、滨海大道等片区的供
水压力。截至目前，海口供水量超过
了日均供水量的21.5%，达到79万
吨/天，为全市供水恢复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

海口市水务集团现已派出车辆
送水155车次，调配消防车辆约70
辆，琼海、三亚支援送水车5辆，自9
月7日起累计送水301个小区，送水
量约为3738吨，打好保障居民用水

“配合战”。

截至9月10日，全省复电率超过60%，清运垃圾7.6万吨

海口文昌澄迈等地重点项目复工率超六成

①① ②②
9月10日，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内，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正全力恢复生产赶订单，把受台风“摩羯”影响

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把损失补回来。
图① 在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检查药品。
图② 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平 摄

全力恢复生产赶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