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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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迈3000余名党员干部职工
冲在重建一线

“多彩”力量激发老城活力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高懿

9月12日2点，澄迈县老城镇永庆社区的工
作人员，戴好还未干透的手套，拿起扫把，再次出
动。

据悉，自9月6日超强台风“摩羯”登陆以来，
澄迈县紧急动员，来自该县70余家单位的3000
余名党员干部职工，第一时间进行道路清障、供
电抢修和通讯抢修，开展灾后家园重建工作。身
着红色、蓝色马甲还有迷彩服，这些党员干部职
工将老城镇的活力重新“点燃”。

老城镇是澄迈县的经济重镇，聚集着大量生
产型企业，各行各业所需物资不仅种类繁多且体
量较大，加之老城地区是候鸟集中区域，复工复
产压力较大。全面清理主干道两侧的倒伏树木、
落叶、垃圾，不仅有利于畅通道路，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也能加快恢复城市整洁面貌。

“来来来，这边来三个人，一起抬树。”“那边
要小心，别压着脚。”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沿着老
城镇北一环路一路走来，在一群群身穿各色衣服
的青年志愿者努力下，倒伏树木逐渐减少。

“这棵树难锯，快来搭把手。”听到澄迈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李成明的求助声，队友急
忙助力，两人咬紧牙关终于成功，相视一笑后，又
继续清障。

退伍老兵、来自加乐镇农业服务中心的王广
山也是其中一员：9月11日晚10点，协调一台大
型机械设备待命；9月12日早晨7点半从文儒镇
出发，10点到达老城镇北一环路开干。“目前，经
过我们数小时不间断作业，已经向西推进约2公
里。”王广山说。

“一路上，很多热心的商家和群众来给我们送
水、送饮料。”王广山告诉记者，但都被他婉言拒绝，

“我们车里都带着水，希望留给更需要的人。”
在澄迈县3000余名党员干部职工的支援

下，一棵棵大树被众人合力扶起，一段段树枝切
割转运，一筐筐枯叶残枝被集中处理，老城的活
力正逐步被“多彩”力量唤醒。

（本报金江9月12日电）

洋浦一公司复产后生产的
首批面条赠送灾区
货值70余万元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林书喜 通讯
员刘婷婷）9月10日，从洋浦保税港区发出的75
吨面条制品被运往儋州、海口、文昌等地。据悉，
这是位于洋浦保税港区的海南恒丰河套面业有
限公司复产后生产的首批面条制品，共计5000
余箱，货值70余万元，将赠送给受灾困难群众以
及奋战在一线的园林、环卫工人等。

受超强台风“摩羯”影响，海南恒丰河套面业
有限公司的成品库房等受损严重，不得不停产。
台风过后，该公司不等不靠，积极开展生产自
救。9月9日该公司恢复生产后，主动提出将复产
后生产的首批面条制品捐赠给灾区群众。

洋浦保税港区发展局在了解到企业的捐赠意
愿后，立即与儋州市红十字会联系，了解捐赠流程
和相关事项，并与企业共同研究制定捐赠方案。
为了让这批捐赠物资能够迅速报关出区，该局还
积极跟洋浦海关沟通，指导该公司办理捐赠物资
出区手续，确保捐赠物资能够快速通关放行。

9月10日上午，在接到出区申请后，洋浦海关
仅用20分钟就完成了出区产品查验，从最后一批产
品下生产线到办理完出区手续，用时不到1个小时。

据了解，目前洋浦保税港区水、电、气、通信
等已全面恢复正常，港区内主要生产企业9月9
日起已经全部恢复正常生产。

海南就业驿站参与恢复重建
为受灾严重市县输送用工逾2000人次

本报海口9月12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易宗平）9月12日下午，海口相关就业驿站不
到10分钟就为南方电网输送了20名后勤保障人
员。超强台风“摩羯”登陆海南前后，海南多家就
业驿站员工不仅直接参与防风救灾和灾后恢复
重建，而且提供招工等人力资源保障。

连日来，海南就业驿站全力投入灾后恢复
重建。其中，海口盐灶大社区站与海口中山街
道站、大同街道站、金宇街道站共同组成清障队
伍，并协调龙华区劳务带头人安排了4辆清障
车。海口金宇站、龙华金贸街道站为新海港输
送了17名灵活就业人员，助力港口恢复开航。
儋州排浦站工作人员入户走访排浦镇 7个村
居，排查受灾群众就业和企业用工需求，为受灾
群众和户外劳动者提供水、面包等生活物资，并
为该镇春花小学输送5名清洁工人，协助学校
做好复学前的垃圾清运工作。洋浦就业驿站工
作人员了解到海南西部中心医院（白马井滨海
新区）绿化带200多棵树木倒伏受阻后，第一时
间联系7名洋浦本地零工到场清理，该驿站8
名工作人员也到场参与清障工作。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已有242家就业驿站恢复正常运营，
各驿站既直接派出工作人员投身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又及时收集和发布路障清理员、快递分拣员、
物流人员等急需用人岗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9
月12日，全省就业驿站已为受灾较为严重的部分
市县复工复产企业累计输送用工逾2000人次。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黎鹏 邓钰

一米多高的树枝堆，经过众人努
力，不断变“小”，最后消失得无影无
踪……9月12日上午，在海口市琼山
区振兴路路段，省高院的党员干部们
头顶烈日开展道路清障，虽然忙得汗
流浃背，但干劲却丝毫未减。

埋下身将一条手臂般粗的断枝提
起，身披“红马甲”的省高院执行局法
官余江往前走了几步，将手中的树枝
扔到指定区域，便于统一清理。这一
套动作，他已经重复了不知道多少回。

在余江旁边，省高院的志愿者们
各司其职：有的将地面的断枝归拢，
比较粗的树枝用油锯切短并绑成一

堆；有的维持现场秩序，让铲车能够
集中清理树枝堆；有的清扫落叶细枝
以及其他腐败垃圾并装袋送走。

“今天一大早，清障的志愿者们
就过来了，把我铺位门前的垃圾堆
清理得干干净净，昨天异味还挺大
的，现在基本没有了。”振兴路的商
户覃女士高兴地说。

为了更加高效地清障，省高院
组织志愿者进行上午、中午和下午

“三班倒”，每批次安排50人左右的
志愿者队伍，还动员50人作为后备
力量，随时增援。

“红马甲”们不停忙碌的样子，
触动了不少附近的居民，有的居民
主动给大家送来了清凉饮料。“群众

的关心让大家心里暖洋洋的。”省高
院机关团委书记吴挺飞说，截至目
前，省高院志愿服务队已完成清运
垃圾48趟车次，其中，大卡车25趟、
渣土车21趟、翻斗车2趟。

9月12日，海口市美兰区和平
南街道琼苑社区，穿着蓝马甲的海
南农垦青年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在街
道、花园开展道路清障、树枝搬运和
垃圾清理等工作。

琼苑社区区域，街边倒伏树木
众多，且多是大树，不仅占用了大量
出行空间，还散落大量生活垃圾和
枯枝败叶，现场一片狼藉，给群众出
行带来了极大不便。

“我们的队伍已经连续三天出

动，看着街道在我们的努力下一点点
恢复往日的干净，心里觉得特别欣
慰。”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管培生邢智戴着厚厚的手套，
手拿铲子，铲走街上厚重的淤泥。

在现场，有的志愿者三五成群
相互配合，用油锯锯断倒伏的大树，
并分截运走，有的拿着钉耙清理被
风雨裹挟而来的大片垃圾。每个人
埋头苦干，任由汗水浸透衣衫。

9月10日至今，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已组织志愿服务队
469人次，配备铲子、钉耙、扫把、手
套、油锯、编织袋等物资，运输垃圾
近50车次。

（本报海口9月12日讯）

省直单位党员干部一线排险清障、清洁家园

“一起努力，早日让城市回归原状”

全省中国移动受灾中断基站
已抢通超90%
抢修重点转入乡镇

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欧燕燕）近日，海南日报
全媒体记者从中国移动海南公司抗灾
抢险指挥中心了解到，灾后抢险工作
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全省受灾中断
基站已抢通超90%，海口城区移动信
号基本恢复全覆盖。接下来，海南移
动将向乡镇纵深挺进，全力以赴加快
抢修进度，力争中秋节前将全省网络
质量恢复至灾前水平。

受超强台风“摩羯”影响，海南
移动通信网络受重创，全省逾 35%
的基站中断，光缆中断逾 269 处。
为落实海南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
中国移动集团公司高度重视，集团
公司副总经理李慧镝到海南主持台
风灾后通信恢复工作，协调调度全
国力量，组织维护人员近 1200 人、
油机超 1400 台、各类应急车辆 44
辆、卫星背包站52部等资源支持海
南恢复通信。

经过数日连续抢险，截至12日
15时，海南移动为故障抢修发电、重
点基站及传输线路抢通、营业网点及
后台服务，已累计修复逾1.67万个基
站，抢修超516起光缆故障；累计出动
维护、抢险近1.55万人次，应急车辆
逾4629车次，油机逾3452台次，出动
大型应急车35辆、卫星车14辆、应急
电源车100台、卫星背包站55套、卫
星电话76部。

目前，海口基本恢复城区移动信
号的全覆盖，正配合供电恢复进度，
针对重点区域开展网络优化，力争快
速把通话和上网体验恢复到灾前水
平。受台风影响较大的文昌、澄迈、
儋州、临高等市县，目前已基本实现
县城有效覆盖以及各个乡镇镇区覆
盖，接下来将加大发电油机下沉，努
力将信号覆盖向农村地区推进；同时
做好重点产业和园区的通信保障，助
力复工复产。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宁玥 苏庆明

“来一碗糟粕醋！”掌厨阿姨闻
声拿起一只广口面碗，依次放入稞
条、海菜、海白、牛杂，淋上一大勺鲜
香酸爽的糟粕醋汤；食客一边咕咚
咕咚喝现砍椰子水，一边大快朵颐
——9月12日下午，在位于文昌市
铺前镇的燕姐糟粕醋店，这样的一
幕接连上演。

该店老板温超权告诉海南日报
全媒体记者，由于此次很早收到台
风预警，为台风过后第一时间营业
做足了准备，“用3套木质桌椅抵住
大门，囤了六七缸水，借了发电机，

也有备用的糟粕醋原材料”，所以门
店保护得不错，糟粕醋的酿制也没
落下。“摩羯”登陆次日，做完清扫、
消杀等工作后，门店下午即恢复营
业。

当天，记者在铺前镇街头走访
看到，多家糟粕醋门店已经开张。
知名的林花糟粕醋店人气仍然较
高，有外地食客专程来品尝，临走还
不忘顺手提两大壶糟粕醋汁。两个
店员正忙着灌装新鲜出坛的汤汁，

“数不清装了多少瓶”，有的现场销
售，有的包装好售往外地市场。

电网供电尚在推进中，当地餐
饮行业依靠自行发电，很多店面已
开张。记者下午在溪旺茶楼看到，

近300个茶座的大厅，坐了大半。
大家在饮茶时分享各自的现状和困
难，时不时有人皱起眉头，但相互打
气、安慰、出主意后，心情畅快不
少。“台风给门店造成一些破损，我
们很快修复了。”茶楼负责人谢正
说，这里从9月9日开始营业，如今
基本恢复正常秩序。

记者看到，当地街道也已经清
理得较为整洁，街头人来车往，很是
热闹。

前几年海文大桥建成后，铺前
镇成为受游客喜欢的小镇。糟粕醋
是铺前镇招牌传统美食，如今更“出
圈”成为外地游客纷纷打卡的“网
红”美食。经过精心打理的燕姐糟

粕醋店，逢周末、节假日可谓“一位
难求”。“恢复营业的第二天，就有游
客上门尝鲜。”温超权说，近年自驾
游兴起，游客纷纷来文昌一路吃、一
路逛，糟粕醋的生意十分红火。

台风前，温超权的店有超过八
成顾客是外地来的，这几天多是本
地人。“我们挺想告诉外地游客，铺
前糟粕醋准备好了，随时欢迎你们
过来品尝！”为了接下来的中秋和

“十一”假期，温超权心里那根弦始
终绷着，不时检查店面清洁，张罗
店员服务顾客。店内，木桌排成漂
亮的直线，窗户擦得锃亮，锅碗干
净如新。

（本报文城9月12日电）

文昌铺前镇多家餐饮店恢复活力

“糟粕醋准备好了，欢迎游客随时来”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梦晓

超强台风“摩羯”已经远去，它带
来的影响还未结束。

当风过天晴，人们从安置点或家里
走出来，第一眼看到的是台风无情肆虐
过后留下的满目疮痍。这场巨大的自
然灾害，给文昌人民带来了严重损失。

“现在只能咬着牙克服困难，先把
死掉的鱼虾打捞完消毒，再考虑后续
的补养。”9月12日，在文昌市翁田镇
大福村的一处近海养殖区，养殖户王
玉苦笑着说。

对于这些场景，很多文昌人并不
陌生。10年前的“威马逊”，10年后的

“摩羯”，它们狂暴且无情。
好在，面对灾情，我省各级部门和

社会力量火速支援文昌，带来了灾后修
复技术力量、防疫消杀物资等，帮助加
速家园修复、加快生产恢复。这让王玉
感到欣慰，“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熬过黑暗，便是黎明。灾难带来
的损失固然令人心痛，带来的经验和
教训同样引人思考。

不只看天吃饭
从灾难中站起来应对挑战

文昌鸡、东风螺以及包括东星斑
等在内的多种养殖鱼类是文昌农业的
王牌产品。这一次“摩羯”肆虐，它们
遭受打击。

“本来石斑鱼都已经长到两三斤
重，打算在中秋节和国庆节推上市
场，卖个好价钱，结果一场台风打乱
了所有计划。”王玉告诉海南日报全
媒体记者。

离开王玉的养殖场，记者来到同
在大福村的一家东风螺养殖场。养殖
户孙丰华叫来了运输车辆，正在清理
死掉的东风螺。

“东风螺对海水盐度要求很高，台
风带来的大量降水，冲淡了海水盐度，
容易造成东风螺死亡。”养殖能手孙丰
华说，台风来时养殖场抽水系统出问
题，没有办法给东风螺补充海水，出现
了损失。

而在文昌市文教镇同源村乌土林
村民小组，村民林斌养殖的3500只文
昌鸡，死亡了近500只。“难过是肯定
的，但更重要的是怎么快速恢复生
产。”林斌说，他第一时间就来到养鸡

场做灾后恢复生产工作，清理卫生、对
鸡舍消杀、联系补苗……

9月7日，省委书记冯飞在文昌看
望慰问受灾群众时强调，要始终把人
民群众需求放在首位，迅速开展灾后
恢复重建工作，马上进行灾情评估，科
学精准统计台风造成损失，有序推进
复工复学，迅速安置房屋倒塌群众并
有序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冯书记的话，让我深受鼓舞。”在此
次台风中同样受灾的海兴农翁田虾苗场
场长李世鹏说，对于“看天吃饭”的农人
来说，只有从灾难中站起来，不断地总结
经验，才能更好地应对下一次挑战。

用好经验
同自然灾害战斗

符永泰再也不想有失去家的经历。
“十年前的超强台风‘威马逊’，让

我家的瓦房倒了。这一次，新房经受
住了考验！”9月7日，“摩羯”过境之
后，文昌市铺前镇居民符永泰从安置
点回到家里时，看到几年前新盖的房
子依然屹立，松了口气。

“威马逊”过后，符永泰对倒掉的
瓦房进行了修缮。他那时候就想，如
果这样的台风再来一次怎么办，只是
修不是长远之计，怎奈囊中羞涩。

转机出现在2019年海文大桥通
车，将原本跨海相隔的海口江东与文
昌铺前紧紧相连，给符永泰带来了商
机。从那以后，他就在镇上做起了餐
饮生意，接待外地游客，很快就攒了一
笔钱。

“那时要盖房，钱还是不够，我又
找亲戚朋友借了点。”符永泰说，起初
父母知道他要盖新房很不解：明明房
子还能住，花这钱干啥？

符永泰说，“威马逊”给他带来的经
验教训过于惨痛，他心里一直想着，有了
钱还是要重新盖房。于是，他又借了一
部分钱，建起了两层半的钢筋水泥小楼。

这个决策的重要性在“摩羯”到来
时得到了验证。

像符永泰一样，更多当地人宁愿
多花点钱，也要盖更结实的钢筋水泥
房，提升防范台风的能力。经济条件
不断向好，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转
变。这种转变就是经验——对于城市
来说，应对灾情经验也尤为重要。

“用好经验，就算不能战胜自然灾

害，也能降低损失。”文城镇的志愿者
李蔚说。

7日早晨出门后，李蔚看到满街
被连根拔起的树木，心疼极了，“刚好
那两天天气一直阴天，是抢救树木的
好时机。”

李蔚告诉记者，“威马逊”过后，他
就参与了道路清障志愿服务，了解到
要在土干之前，把还能救治的树填回
去能提高存活率，否则土干之后，极易
折断树根，树便救不活了。

抢救，和时间赛跑。从文教路开
始，到文城的老街道，李蔚和一批志愿
者，用绳拉、用肩扛，把一批批新树、老
树重新种回去，“再过几天就能看到效
果了，希望我们的经验能救活这些树，
多救几棵是几棵。”

创新模式
从一个不剩到满塘皆活

“全都活着，没有一个受损。”在文
昌市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以下
简称冯家湾产业园），东风螺养殖户吴

坤林眉头就要舒展很多。
9月12日下午，记者来到他的养

殖厂房时，在二楼养殖区看到：20多口
清澈的水池里，东风螺“躲藏”在底部
的泥沙里，不时走动。在东风螺苗养
殖区一楼，吴坤林用烧杯舀起一杯水，
如小米粒一般大小的螺苗上下漂浮，

“你看它们多有劲儿。”吴坤林笑着说。
吴坤林也经历过“威马逊”。他指

着冯家湾产业园以东的方向说：“‘威
马逊’来的时候，我就在两三公里外的
海边养螺。‘威马逊’走后，一个活螺都
没给我剩下，损失惨重。”

两年前，吴坤林响应文昌环保整
改号召，开始“上楼养殖”。“大大小小
的台风经历过好几次，都没造成什么
影响。这一次更是经受住了‘摩羯’考
验。”吴坤林说，过去露天养殖，只要风
雨一来，螺塘里灌满水，螺苗马上就会
被冲走。生长中的东风螺也会因为水
的盐度变低很快死掉。而停电以后供
氧中断，对螺的生长来说更是毁灭性
打击。

“上楼养殖”以后，风吹不到，雨淋

不着，守住了螺场的安全线。这几天，
陆续有来自琼海和周边镇的养殖户来
找吴坤林买螺苗，“我也给翁田镇那边
的朋友打了电话，劝他们一定要改变
养殖模式，不然遇到大风就只能眼睁
睁地看着受损。”吴坤林说。

对海南信邦种业有限公司来说，
从翁田镇搬到冯家湾产业园，同样逃
过了一劫。“希望更多企业能看到‘上
楼养殖’的好处。”该公司项目经理何
强说。

“今天早上还有一家在翁田养鱼的
企业来考察，看看这边的厂房情况，准
备搬过来。”冯家湾产业园管委会副主
任何培志说，园区投产的16个项目中，
除了其中一个因发电机准备不充分，在
线路受损停电后无法发电导致损失，其
余厂房皆未因“摩羯”出现损失。

天灾虽无情，希望却还在。12日
下午，何强得知文昌加速推动灾后农
业恢复生产的诸多举措后，立即发微
信鼓励翁田镇的同行，“站起来，向前
看，一切都会好起来！”

（本报文城9月12日电）

站起来，走出灾害
——文昌抗击超强台风“摩羯”深度报道③

9月12日，在文昌市铺前镇渔港，渔船在进出港。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