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1日，湖北移动孝感分
公司援琼队员和其他省份援琼队
员在海口抢修通信电缆。该公司
技术人员蔡伟（右一）介绍，援琼
队9月8号接到任务后，连续驱
车36个小时，紧急驰援海南。

目前，湖北移动共派出60
名技术人员参加援琼通信保障
工作。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平 摄

感谢你们千里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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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全力推进复工复产攻坚战打好全力推进复工复产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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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区直击看变化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文君
通讯员 梁必禄

“来电了！”9月12日0时左右，在昌
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镇红田15队，一盏
盏电灯在黑夜中亮起，村民李明高兴地
呼喊，将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人。

看着村民们用上了电，方宝坤和同
事擦了擦脸上的汗水，露出欣慰的笑
容。至此，台风过后的昌江全面恢复供
电，实现“六通一排”。

方宝坤是南方电网海南昌江供电
局配网资产部经理，也是一名党员。对
于他来说，抢修红田15队线路的这一
夜，是惊心动魄的，刻骨铭心的。

红田15队有数十户村民，村里靠
着10千伏红田线输送电。受超强台风

“摩羯”影响，10千伏红田线有一段约
100米的供电线路断落在山竹沟水库
中，不仅难以排查到，也不便于抢修。
这导致红田15队成了昌江恢复通电的
最后一站。

“直到9月11日晚6时许，才排查
发现这个故障点。于是我们立即向县
里，请求救生艇支援。”方宝坤说，9月
11日晚7时多，昌江消防救援大队带

来救生艇，赶来协助抢修。
9月 11日晚8时左右，方宝坤等

10多人投入奋战。有两人乘坐救生艇
到水库对岸了解情况，有3人开始准备
导线、扎线、接线管等抢修物资，有1人
爬到了水库中央的电线杆上。

有几名电力维修人员乘坐救生艇
来到了水库中央，找到断掉的电力线，
接通断掉的电力线连接头，接着和电线
杆上的人员一起，用吊绳把电力线吊到
电线杆上。

“123……123……拉紧了、拉紧
了，杆上的人员把线固紧了。”方宝坤则
一边协调指挥，一边赶紧搭手帮忙。现
场，在消防救援队员的配合下，电力维
修人员利用救生艇，在水面牵引拉线及
连接延长线，然后和岸上两边人员一
起，拉紧绷直，迅速固紧电线。

由于忙着抢修，方宝坤等人到半夜
也没顾上吃晚饭。

连续作战的时间里，该县县委主要
负责人以及有关部门人员也参与督

“战”。4个小时后，红田15队终于通
电了。“太感动了，维修人员辛苦了。”村
民李明说。

（本报石碌9月12日电）

昌江

打赢“六通一排”最后一战

电力维修人员乘坐救生艇前去抢修线路。 南方电网海南昌江供电局供图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豌

“还是天晴好，比前两天一直下雨干
活方便多了，心里没那么着急！”9月12
日下午，定安县定城镇实时气温达31℃，
见龙大道老北京铜火锅门前路段上，55
岁的定安县教育局老党员王千全一边用
铲子利落地铲起落叶，一边对身边的同
事们说。

此时，尽管已经干得满脸通红、浑身
是汗，王千全仍是干劲满满。仅当天上
午，他所在的定安县党员、志愿者突击队
教育系统小分队成员们通力合作，已经
一起清运了5车垃圾。

这是王千全连续作业的第5天。“现
在就是清理落叶，不像前两天还有很多
树要处理，轻松多了。”王千全又铲了一
铲子落叶后，提示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看看眼前这条县城主干道的变化。

相比超强台风“摩羯”过境当天，此
时，街面大面积倒伏的树干大部分已被扶
正，断裂的树枝也被清运，宽阔的车道已
经畅通，路面干净整洁，车辆往来繁忙。

连日来，在定安主城区多个主次干
道，一支规模超千人的党员、志愿者突击
队，正在加速打通城市关节，恢复城市

“颜值”。
“多年来，经过多次台风的大考，我

们已经储备起一批强大的党员、志愿者
突击队伍，有召必应。”定安县委组织部
有关负责人介绍，面对灾后重建重任，定
安县委组织部将灾后恢复重建一线作为
检验“争一流、创一流”干部队伍建设成
效的主阵地，第一时间组织起机关干部、

乡镇干部、民兵、武警、消防、企业志愿
者、社会志愿者等50余支党员、志愿者
突击队，投入县城主城区13个片区开展
清障工作。截至目前，已清理30余条主
次干道，约80公里，清理1500余吨绿化
垃圾。

而为了有效补充党员、志愿者突击
队力量，在定安县委宣传部（县委文明
办）、定安县爱卫办的组织下，全县10
个网格化牵头单位及网格责任单位出
动近700人，深入定城镇13个社区，进
驻定安县城各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从
不同层面继续为城市“颜值”恢复按下

“加速键”。
在定城镇最繁华的江南社区片区，

16个网格责任单位六七十人已在这里
连日作战清理垃圾。“这个片区街道窄，
商铺集中，没有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也
多，日常卫生清洁很需要网格化管理制
度的支持。”该片区网格化牵头单位定
安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田茜茜介
绍，连日来，所有网格责任单位人员克
服困难，肩扛手提清运垃圾，一点点消
除着百姓身边的卫生“死角”。

“我们还积极发动群众、商户，做好
‘门前三包’，干群合力，共同为城市的
恢复努力。”定安县委宣传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

“小区和街道都干净了，舒服！谢谢
你们！”在江南社区文明路一老旧小区门
口，居民陈大姐叫住了忙碌的田茜茜。

小区门口，商户纷纷开门营业。城
市，正在复苏。

（本报定城9月12日电）

定安

家园“颜值”加速恢复中

定安党员干部、志愿者冒雨清障。通讯员 程守满 摄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曾毓慧 苏庆明
通讯员 潘高

9月11日，在文昌市昌洒镇东群村
占地200亩的新泉文昌鸡养殖基地，数
十个被台风“摩羯”摧毁的钢铁结构大型
棚舍显得破败不堪。连日来，面对缺电
缺水也缺人的困境，从事文昌鸡养殖产
业已20多年的潘孝义决定先攻坚修缮
其中三个棚舍。

“这三间是种鸡场和孵化室，最难修
好，但一定要最先修好！”潘孝义介绍，新
泉文昌鸡养殖基地每年出栏量达400万
只，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3.3万只种
鸡，以及准备孵化小鸡的数十万枚鸡蛋，
这堪称基地的“种质资源库”。

如今，偌大的养殖基地里，一个个棚
舍的屋顶都被掀开了，梁柱也垮塌了。
可是，种鸡承担着“繁育后代”的使命，受

不得风吹日晒雨淋。好在，潘孝义在仓
库有修建屋顶的部分材料存货，且在灾
后第一时间委托广东合作伙伴选购了修
缮棚舍的部分材料。他说，短时间内凑
不够、买不齐钢材、树脂板等材料，自己
便想着法子买来了遮阳膜布救急一阵
子。

“基地员工大多是本地村民，有不
少已跟我干了 10 多年，没了这份工
作，一大家子人的生活估计都会不太
好过！”潘孝义介绍，自20多年前养鸡
创业以来，员工从最初的寥寥十几人
到如今的180余人，这些年来，大家的
干劲一直很足。在此次台风“摩羯”过
后，无须多动员，员工们在灾后一两天
内几乎全部返岗，大家分工有序地无
公害填埋死鸡、清理杂物、消毒防疫、
修缮棚舍。

据悉，除这180余名员工外，潘孝

义还与200多户村民达成合作养殖协
议，即由企业提供鸡苗、食料、技术培训
等，农户各自提供场所并投工投劳参与
养殖，再按相应比例获得产业分红等收
益。

恢复生产，难题不小，也不少。但潘
孝义说：“只要齐心协力积极主动，困难
就能一点一点克服。”没电，那就同时启
动几台发电机，连续数个日夜不停歇地
抽水；水冷机坏了，等不来专业维修工，
几名电工翻阅电器说明书，一遍遍摸索
地修理；自动化投喂设备坏了，那就人工
分发食料……

“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慢半天，就
要多死掉上千只鸡。”潘孝义神情刚毅，
但在聊谈间，泛着红血丝的双眼也不禁
泛起了泪花。灾后几天来，他与管理团
队及大部分工人几乎都是每天早上六七
点就到场，一直忙乎到晚上十点后才陆

续撤回休息。他说，连日来，文昌有关部
门纷纷伸出了援手，但这次真的很难，不
能等、不能靠，早点发动员工努力自救，
才能早点恢复生产。

“潘总干产业很拼，跟着他干工，心
里踏实！”已在基地务工15年的潘孝宁
感慨地说道。截至9月 11日中午，潘
孝义基本打赢了灾后关键的一场“战
役”——一间种鸡场的破墙及屋顶修缮
完工，预计9月 12日安装水冷机等设
施后，即可让棚舍有效降温，止住近日
因高温暴雨交替导致种鸡不断死亡的
态势。

“180余名员工，背后就是180余个
家庭，无论再难，我也得迈过这道坎，保
住这个品牌，180余个家庭的生计就有
盼头了！”夜幕渐落，但潘孝义依旧在各
个棚舍之间忙碌着。

（本报文城9月12日电）

文昌昌洒镇新泉文昌鸡养殖户潘孝义灾后加速恢复生产

修复棚舍，一刻也不能耽误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期望
特约记者 许晶亮 通讯员 郭海琳

9 月 11 日下午，海口琼山区云龙
镇云裕村上空被一片乌云笼罩。在村
内一片占地40亩的叶菜基地旁，10多
名工人顾不上即将到来的大雨，依旧
奋力将压在蔬菜大棚上方的橡胶树锯
断移走。

两年前，海南新菜地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在云裕村建设这片叶菜基地，为海
口市民供应有机蔬菜。台风“摩羯”来临
前，这片叶菜基地大棚下是绿油油一
片。台风过后，不仅所有大棚上方防晒
布全部被吹落，大棚钢架也被吹得东倒
西歪。棚内叶菜被强风摧残之后，叶片
全无只留下了根。

“台风过后第二天，我们就开始组织
工人开展生产自救。”该叶菜基地负责人
黄承辉介绍，花费了两天时间，10多名
工人携手将大棚上方的防晒布全部清理
干净，随后又将菜地内滴灌系统水管清
理好。

台风过后第三天，黄承辉和工人们
顾不上前两天每日长达12小时高强度

劳作，开始清理压在大棚钢架上的橡胶
树，并陆续将未被大树压垮的钢架扶
正。

“这几天，我们真的感觉快被累垮
了，但是不敢停歇，因为有很多客户在
等我们的菜，还有很多科研任务需要
继续开展。”黄承辉介绍，他们这片叶
菜基地是和多家农业科研机构合作建
设的，除了批量供应叶菜给市民外，还
承担着海南有机叶菜种植科研任务，
一块两亩菜地内，就种植了60种实验
用有机叶菜，所以不敢耽误任何时间。

通过连续5天的奋斗，黄承辉和工
人们不仅将大部分钢架扶正，还将大部
分土地平整好。除了大棚上方遮阳布还

未铺设好外，这片叶菜基地复耕准备工
作已基本做好。

下午4时，天空中云越来越黑，豆大
雨点也越来越密。此时，黄承辉电话响
起，是一名滴灌系统安装人员来电，询问
何时可以进场施工。

这次台风，让这片叶菜基地损失
不小，但黄承辉和公司工人们对基地
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现在就等天气变
好，让阳光给土壤杀菌几天后就可以
下种子了。”黄承辉介绍，大棚滴灌系
统和上方遮阳布预计在下周就能复
原，届时这片叶菜基地将再次恢复绿
油油的生机。

（本报海口9月12日讯）

只待天晴，就可播种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梦晓

“收鱼来了！收鱼来了！”9月 12
日下午 4时许，随着东星斑收购商詹
孝生的声音由远及近，文昌市冯家湾
现代化渔业产业园（以下简称冯家湾
产业园）鲲诚现代海水养殖创新产业
园车间里热闹起来。这里“上楼”养殖
的东星斑，安全度过了超强台风“摩
羯”的袭击，要“下楼”上市了。

这是台风过后，车间里出售的第
一批东星斑。

工作人员杨昌裕早已掀开盖在鱼
池上的防跳网，池子里的水也从80厘
米减至20厘米，“赶紧捞鱼。”杨昌裕

招呼着其他工人一起下水。
“今天先要 1000 斤，明天我再来

拉3000斤。”詹孝生伸出三根手指。
此时的鱼池里，杨昌裕已经捞起

第一筐鱼，有经验的詹孝生挑着个头
合适的，往采购框里放。“这阵子需求
量大，受台风影响，内地不少地方东星
斑紧俏，趁着机会，我还要多来运几
次。”他说。

这边的鱼卖得好生热闹，那边的
池子里，东星斑恣意畅游。“‘摩羯’虽
猛，对我们影响却不大，这都是因为

‘车间养殖’模式，有效减少了自然伤
害。”杨昌裕在进入车间工作前，是一
名养殖户。他告诉记者，传统的养殖

相对粗放，受季节影响较大，病害也难
以预防，东星斑鱼苗成活率仅有六七
成。

“但‘上楼’饲养的东星斑有了技
术的加持，成活率高达95%，且养殖时
间缩短一半，产量提高了3倍到5倍！”
杨昌裕解释，和传统的露天养殖相比，
车间养殖降低了台风、雨水对东星斑
生长的影响，利用专利技术模拟的深
海养殖环境也更适合其生长，且鱼池
的水也可以保持恒温。

作为海南渔业发展的新方向，“上
楼”养殖大大增加了养殖效率，提高了
土地利用率。而这一次“摩羯”的到
来，更检测了“上楼养殖”的可靠性。

“产业园的厂房抗风等级高，风过
以后，没有一条鱼因为台风死亡。”产
业园技术顾问路正说，因为对可能发
生的停电等情况准备充分，车间在台
风期间也没有停产，才能够在收购商
上门时马上就能提供产品。

“我们既要养殖效率，也要安全系
数。”冯家湾产业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林尤郁介绍，不仅是在鲲诚现代海水
养殖创新产业园车间，“摩羯”刚过，管
委会全员进入车间和养殖户厂房开展
摸底调查，仅有一家企业因厂房配套
损坏出现损失，其余厂房皆顺利度过
台风。

（本报文城9月12日电）

文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上楼”养殖模式有效抵御超强
台风“摩羯”破坏——

灾后冯家湾首批东星斑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