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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收到台风“摩羯”
救灾捐赠资金8426万余元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孙
慧）社会各界和广大爱心人士持续援助海南灾后恢复
重建，截至9月15日，全省收到200多家单位和企业、
40余万名个人捐赠的资金8426.08万元，物资超48万
件，这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9月16日从海南省防灾
减灾救灾委员会获悉的。

9月6日，海南遭受超强台风“摩羯”袭击，受灾程
度深、波及范围广、灾害损失大。9月10日，海南省防
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发布关于接受台风“摩羯”救灾捐赠
的公告，社会各界和广大爱心人士积极踊跃捐款捐物。

截至9月15日，海南全省收到200多家单位和企
业、40余万名个人捐赠的资金8426.08万元，物资超
48万件，捐献的物资包括灾后重建亟需的油锯、发电
机、药品、移动电源、食品等物资。

中央机关、央企和兄弟省份也纷纷伸出援手支援
海南救灾。中央机关方面，有划拨资金、调度应急物资
和调度水利、农业、园林环卫等专业人员支持海南抢险
救灾，支持灾后恢复重建，有出台政策，支持海南企业
应对灾后生产经营和进出口困难。兄弟省份和央企方
面，有捐赠资金支持海南，有派出专业人员支援海南，
还配备通信车、抢修车、发电机、吊车、卫星电话、应急
电源等设备投入一线救灾重建。

省慈善总会已收到
赈灾救灾募捐3220万元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刘
操 通讯员陶丹）海南遭受超强台风“摩羯”重创，在面
临巨大困难时刻，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单位踊跃捐款
捐物。

灾情发生后，海南省慈善总会高度重视，迅速启动
了《海南省慈善总会突发重特大自然灾害应急救助预
案》，成立专项应急领导小组，广泛发布赈灾救灾的募
捐倡议书。

倡议发出后，社会各界爱心单位和爱心人士积极
向受灾地区和受灾群众伸出援助之手，以爱心和善心
参与到灾后重建中来。截至9月15日24时，省慈善总
会共接收关于“摩羯”台风赈灾救灾募捐3220万余
元。截至9月16日10时，海南省慈善总会共接收捐赠
物资2958件，物资折价约40万元。

省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已有一批企业、慈善
机构慷慨解囊，捐赠款项和物资。此外，一批文艺界知
名人士情系海南，积极捐助。海南省直机关干部踊跃
参与募捐，还有一些爱心人士捐款不留名。

省慈善总会承诺，所募集的款物全部用于受灾地
区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我们将善待每一份爱心，用好
每一笔善款，并及时在官方网站公开善款收支情况，主
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据悉，截至9月16日10时，海口市慈善总会收到
捐赠款1303万余元（其中：海南省慈善总会捐赠689
万元），各类赈灾物资44705件。

截至9月16日上午，文昌市慈善总会收到捐赠款
1721万余元（其中：海南省慈善总会捐赠1048万元），
各类赈灾物资86050件。

众多文艺界名人
爱心捐赠支援海南灾后重建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曹马
志）9月16日，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从海南省防御台
风“摩羯”应急指挥部获悉，海南遭受超强台风“摩羯”
重创，一批文艺界、体育界及海南籍知名人士等踊跃捐
款捐物，为海南加快灾后重建和复工复产注入新动能。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冯小刚夫妇、陈楚生、深圳壹
基金公益基金会（李连杰创立）、谢娜和张杰、白宇帆、
许凯、黄晓明“明天”爱心基金等爱心捐款和支援救灾
物资已到位，正有序投入到海南灾后重建一线。

与此同时，国家有关部委、兄弟省份、慈善机构、海
外华侨、爱心企业和人士也纷纷伸出援手，踊跃捐款捐
物，给予海南最及时、最有力的支持。

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成立工作专班，统筹协调
募捐活动。目前，工作专班根据灾区灾情和需求情况，
已经将收到的捐赠资金拨付给受灾市县，接收的捐赠
物资也已经按照捐赠人意愿第一时间送达灾区。后续
还有捐赠款项和物资将送到灾区。

海南明确要求划拨的捐赠资金主要用于受灾人员的
转移安置，基本生活救助，医疗救助，农业渔业等生产恢
复，住房和工程设施恢复重建，自然灾害救助物资的采
购、存储和运输，以及因灾遇难人员亲属的抚慰等方面。

海南省红十字会
共收到捐款1349万元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马
珂 见习记者王洪旭）9月16日下午，海南省红十字会
向在海口一所学校就读初三的朱彦恺同学颁发证书并
表示感谢。5天前，他将自己的1000元压岁钱捐给海
南省红十字会，用于帮助台风灾后恢复重建。

当前，海南正在进行灾后恢复重建。海南省红十
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9月7日至15日，海南省红十字
会共收到捐款1349万元，以及价值757万余元的爱心
物资。其中，这些爱心捐赠者有个人、公司、企业、工
厂、机关单位等；个人捐赠中也有不少像朱彦恺这样的
中小学生，把自己的零花钱、压岁钱也拿出来捐了，帮
助受灾群众。

截至9月16日中午，定安县红十字会、财政局、总
工会等单位、机构接收单位、企业及个人捐款255万余
元；截至9月16日16时30分，澄迈县红十字会接收到
捐赠资金555万余元；截至9月15日18时，海口市红
十字会共收到捐款 68 万余元，接收物资 26 批共
23179件，价值70万余元。

省内兄弟市县支援灾区恢复重建

兄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各通信企业快速响应，火速派援进行通信抢修工作

恢复通信 他们在与时间赛跑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超强台风“摩羯”给海南造成了
严重灾害，三亚、琼海、儋州、屯昌、琼
中、白沙等省内兄弟市县支援队伍奔
赴文昌、海口、定安、澄迈等受灾严重
的市县抢险救援，帮助灾区尽早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文昌
自9月7日开始，省内支援文昌

的兄弟市县立即投入灾后抢险救援
中。截至9月16日，电力工人已连
续奋战10天时间。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供电局副
总经理宋维腊介绍，9月7日起，他
带领工人对文昌抱罗镇中压线路、
翁田镇木兰湾沿海一带中压线路进
行抢修。“我们力争在9月22日前恢
复村村通电，让万家灯火早日照亮

村民家中。”他说。
“我们更换了14根断杆，并修

复了很多区域的电线杆。”南方电网
海南三亚供电局副总工程师李继雄
说，为抢修文昌大道两侧线路，100
余名电网工人从9月8日 8时一直
奋战到次日凌晨3时才离开。

此外，9月7日屯昌调配14吨储
备瓜菜运往文昌；9月9日屯昌县福泉
自来水有限公司组织应急供水抢修
队伍赶赴文昌文城镇进行供水抢修
工作；白沙电商协会筹集矿泉水600
件、茶叶10箱、自热米饭10箱等物
资，送达文昌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9
月14日，白沙爱心企业海南富竹环卫
制品有限公司捐赠的6000把价值8.4
万元的竹扫帚送往文昌等地。

海口
9月9日开始，三亚、琼中、白沙、

琼海、保亭、万宁、乐东、五指山、儋
州、东方、昌江等市县十多支队伍，组
织油锯、高枝锯196把，各类专业工
具车辆159辆，支援海口市开展抢险
救灾以及灾后恢复工作。

这些队伍来自当地交通、市政、
园林、环卫、消防、应急等各部门。其
间，支援队伍分别在国兴大道、滨海
大道、丘海大道、椰海大道等重点道
路配合海口市各部门积极开展工作。

9月10日，三亚、屯昌、琼海、定
安、琼中5市县派出应急送水队伍赶
赴海口，为海口市灾后应急送水工作
提供有力支持。“非常感谢兄弟市县
的帮助，有效缓解了海口部分无水小
区的用水问题。”海口市水务集团相
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截至9月16日，琼中、
东方、儋州、万宁、乐东支援队伍放弃
节假日休息，坚持在一线加班加点协

助海口市推进灾后恢复工作。

定安
台风过境后，屯昌第一时间组织

了200余名民兵和市政力量，带着5
辆挖机和一批油锯抵达定安，支援定
安灾后重建。

此外，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政府
组织该县应急局、住建局等单位组成
支援队伍，派出26名工作人员，出动
重型机械及车辆21台到定安开展抢
险救灾。

与此同时，文昌、三亚、陵水等兄
弟市县支援队伍也陆续抵达定安，为
定安提供人力、物力等支持，帮助定
安进行路障清理、基础设施维修、树
木扶植等灾后重建工作。

澄迈
9月 16日，海南日报全媒体记

者从澄迈县防汛防风防旱指挥部获
悉，超强台风“摩羯”过境后，来自省
内多个兄弟市县的支援抢修队伍陆
续抵达澄迈。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目前，援助队伍 300 余人，携带油
锯、挖机，运输车、吊车以及发电机
等重要物资，主要支援澄迈县做好
县域内的清障、复电、通信抢修等
工作。

其中，在复电方面，来自琼中、
白沙、屯昌、昌江、东方等地供电局
驰援澄迈约200人，各类供电抢修
车近 60辆。琼中公路分局集结 1
支应急抢险队伍 11 人、养护作业
车2辆、油锯7部、砍刀7把赶往澄
迈县受灾严重的海榆中线 K40+
000 至 K49+000 路段清理倒伏及
公路障碍物，保障来往司乘人员的
安全。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培琳

9月16日19时30分许，海口市
琼山区云龙镇，中国联通第一批贵
州援琼抢修队第3组小组长庞效如
正带领小组成员，进行通信抢修工
作。将近20时，小组已经连续工作
13个小时，完成23公里的光缆修复
工作。

中秋小长假来到，但是数以万计
的通信维修人员仍然在加班加点工
作，为让海南人民快速恢复通信，他
们还在与时间赛跑。

据统计，台风“摩羯”累计造成
我省2.95万个通信基站退服、14万
皮长公里通信光缆中断。各个通信
企业第一时间预判并快速响应，火
速派援。

中国铁塔从9月7日起分两批次

紧急调拨应急物资及人员，当前
2809台油机、617部卫星电话、51名
技术专家、739名保障人员及290台
保障车辆已全部到位，正在开展通信
抢通抢修和灾后重建工作。

中国电信方面，截至9月16日
20时，已有16个兄弟省驰援600余
人、137辆施工车等车辆、277台油
机、431台天通卫星终端、53套卫星
背包基站、1套视频指挥系统及相关
抢修物资。

海南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陈兴
无介绍，灾情发生后，通信行业按照
省委、省政府和应急指挥部工作部
署，迅速组织开展灾区应急通信保障
和通信抢修，截至9月14日12时，累
计出动工作人员28098人次，出动各
类车辆18291车次，出动应急发电油
机18660台次。

通信行业累计出动应急通信
保障车、高空无人机基站等保障装
备 4000 余次，并配合省应急厅出
动中型复合翼无人机 4 架次前往
文昌市翁田镇、抱罗镇等重灾区执
行任务。

9月7日凌晨3时，海南移动在
澄迈县消防大队开通卫星背包便携
基站，现场网络测试正常。

9月6日，来自中国铁塔三亚市
分公司的项目经理林绍梁踏上支援
文昌应急通信保障一线的路途。“文
昌今天又抢通了 202 个站址。”14
日，林绍梁说，来文昌救援几天了，每
天凌晨2时许下班，早上5时许就赶
到公司……

据介绍，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截
至当前，中国电信海南公司已累计提
供325张手机直连卫星卡、305台天

通猫终端，强有力地支援了文昌、海
口、澄迈、定安等市县抢险救灾现场
的应急通信。

“分片包干，划片落实保障区
域！”

9月12日8时，中国铁塔北京市
分公司运维部符云峰、中国铁塔江苏
省分公司运维部吕晗、中国铁塔安徽
省分公司运维部张如意组队，带领一
线维护员们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
之一——铺前镇，这里已经连续6天
断水断电断网。

一处一处巡站、发电。每当一处
的基站信号恢复，铁塔保障队伍的身
边总能聚起一些当地的村民。

在海口灵山镇，通信光缆受损严
重。前两日，中国移动的抢修队沿着
各村各户一路摸排抢通。看到村里
来了中国移动的抢修队伍，村民们都

十分开心。
据陈兴无介绍，截至9月14日

12时，经全力抢修，受灾地区主城区
基本通信已经恢复，农村地区通信信
号覆盖率恢复至灾前65%。

截至9月14日，海南受灾最严
重的5个市县151个通信严重受阻
村庄，在海南电信工作人员的紧急抢
修下，全面实现了与外界的即时通
信。

截至16日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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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47 个基站，抢修 993 起光
缆故障。

在各个通信企业的监控大屏上，
一个个退服的基站开始变成绿色，老
百姓的通信也慢慢在向好。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

加油干，干出不一样的精气神
——文昌抗击超强台风“摩羯”深度报道⑥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梦晓

“大家就是有一股干劲，遇到灾
害不躺平，努力自救，争取早点恢复
生产。”9月16日上午，海南日报全媒
体记者来到文昌市公坡镇水北村，超
强台风“摩羯”过后，这里严重受创。
在一户村民的养鸡场里，水北村驻村
第一书记王飞说，“现在水北村党员
干部带着群众，已经全面投入恢复重
建工作中。”

在文昌，不仅是王飞所在的水北
村，其他的受灾乡镇和村子，党员干
部群众在面对灾害时，都能主动作
为，互助自救。不躺平，不放弃，不停
歇，加油干——一场风灾，让人看到
海南人不一样的精气神。

不躺平
第一时间开展自救

“摩羯”到来前的水北村，有着让
村民怀念的模样：成片的养殖场里，
文昌鸡成群抢食；复耕的农田里，每
隔三个多月便会飘出稻香；葱郁的树
林下，“慧牛”悠闲自在……

作为省委主要领导包点村庄，近
几年水北村产业发展丰富多元，尤其
是新打造的公坡香米品牌，从种植到
加工，均在村里进行，不仅有效利用
了土地，也为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提供更多机遇。然而“摩羯”的到来，
让村里产业受到重大打击。

跟随着王飞的脚步，记者来到一
户村民养鸡场，只见眼前的鸡棚已经
坍塌，供水喂食所用的器具也都受
损。“一个棚能养3500只左右，现在
存活的不足20%。”王飞说，文昌鸡养
殖是水北村支柱产业之一，“摩羯”的
到来，让全村336个养鸡棚受到重
创。所幸部分鸡棚里还有存活的文
昌鸡，再过10余天就可以出笼，能为
村民挽回些许损失。

水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黎日安说，“摩羯”过境之后，村里断
水断电断网，路边树木倒伏，等于彻
底和外界失联了。村委会立即组织

党员干部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油锯、砍
刀上路清障，不少群众更是主动加入
到清障队伍中，仅用两天时间，便打
通全村51条道路。

清障工作完成后，水北村党员干
部立即投入抢修防疫工作中：清理垃
圾、入户了解村民受灾情况、开展灾
后防疫消杀……一切紧张忙碌有序。

不躺平的干劲，在文昌随处可
见。“台风过后要首先把路打通，与其
等着别人从外面救进来，不如我们先
动手走出去。”翁田镇明月村委会党
支部副书记林诗书说，翁田镇作为此
次台风的登陆点，受创尤为严重，“但
没有一个人躺平，灾后恢复重建正在
有序进行。”

不放弃
齐心协力迎难而上

“摩羯”过境后，在文昌市昌洒镇
东群村占地200亩的新泉文昌鸡养
殖基地内，数十个钢铁结构的大型棚
舍已被台风“摩羯”摧毁得破败不堪。

台风前，新泉文昌鸡养殖基地每
年出栏量达400万只，其中，最为珍
贵的当数3.3万只种鸡，以及准备孵
化成小鸡的数十万枚鸡蛋，这堪称基
地的“种质资源库”，但经“摩羯”袭击
后，损失过半。

“自从台风‘摩羯’登陆以后，我
们基地14万只文昌鸡以及3.3万只
种鸡，都受到不同程度损害。”海南新
泉文昌鸡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孝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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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电、缺水、缺人手，成了基地恢
复生产的难题，好在文昌市有关部门
伸出援手，帮助企业组织开展防疫消
杀工作，尽全力减少台风带来的灾后
继发损失。潘孝义经过一番思考后，
决定先攻坚修缮三个种鸡棚。他说，
即便是短时间内凑不够、买不齐钢
材、树脂板等，自己也想着法子买来
了遮阳膜布救急一阵子。

“死亡的鸡，政府派工作人员来帮
我们进行无害化处理，还帮我们消
毒。”潘孝义说，政府的帮助很及时，也
给他们省了一大笔费用。现在公司已
经安排修理重建团队入场，很快便可
以修好鸡棚，达到复工复产的条件。

潘孝义说，创业20多年来，员工
从最初的寥寥十几人到如今的180
余人，还与100多户农户达成合作养
殖模式。连日来，他除了积极发动员
工推动本公司的生产恢复，还积极发
动养殖户进行生产自救，齐心协力恢
复生产。

不停歇
力量下沉重建家园

“摩羯”过后，在公坡镇打造公坡
香米农业品牌的文昌海盛悦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盛悦公司）
受到重创。仅仅是香米加工厂厂房，
棚顶的太阳能板就被整片掀落，厂房

外的玻璃被全部击碎，厂房内部设施
也损失严重。

从内蒙古来创业的公司总经理
王婷第一次经历超强台风。台风过
境后，看着受损的厂房，她眼泪直流。

这几年，海盛悦公司通过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推广农业种植机械化
等措施，加快建设“公坡香米”产业
链，不断完善联农带农惠农机制，还
为当地人提供就业2500多人次。王
婷知道，再难过，公坡香米的品牌也
不能丢，企业的社会责任更不能放。
9月16日，记者再到香米加工厂厂房
时，这里破损的顶棚已经清除，工人
正在冲洗建筑外墙、检查机器。

在自救同时，公坡镇也积极联络
外界，帮助海盛悦公司尽快复工复产。

“省热科院技术人员已经来到水
稻种植基地为水稻播撒农药，并传授
台风过后水稻病虫害防治技术，确保
水稻正常生长。还有向企业提供资
金需求的银行机构也已经把服务送

上门来。”公坡镇党委委员鲍海天说。
不仅是公坡香米产业，眼下在文

昌各地，来自各方面的技术力量不间
断下沉，帮助农民重塑产业。

在文昌市荔枝种植面积最大的
东路镇，约有15000亩荔枝园受灾严
重。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农业
科学院和海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迅
速响应下沉，深入田间地头，向受灾
农户详细指导灾后恢复；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
第一时间组成蔬菜服务小组，克服
困难迅速深入菜地大棚，对文昌蔬
菜生产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开展技
术指导；

文昌农业部门也派出多名技术
人员深入各养殖场，指导开展防疫消
杀……

“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大
家一起加油干，我们一定很快走出阴
霾，我们的产业会做得更好。”王婷
说。 （本报文城9月16日电）

9月16日，文昌水北村，村民在装运鱼料。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