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省新闻 2024年9月18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陈奕霖 美编：张昕 检校：叶健升 陈旭辉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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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海南日
报全媒体记者张琬茜 陈蔚林 邱江
华 邓钰）台风“摩羯”给海南多地区
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影响。为帮助
受灾地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连日来，我省各部门各单位各企
业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迅速
动员力量支援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省教育厅第一时间动员一切力
量做好灾后家园、校园恢复重建工
作。迅速组建帮扶志愿服务队，下沉
文昌市潭牛镇一线，紧盯受灾最严
重、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加强协调联
动，确保当地灾后恢复重建有力有
序。9月15日上午，省教育厅50余

名干部职工放弃休假，在该厅主要负
责人的带领下，来到潭牛镇开展灾后
重建帮扶工作。广大机关干部职工
用实际行动扛起教育担当，共同为潭
牛镇灾后恢复重建贡献力量。此外，
省教育厅党组还向厅机关全体干部
职工发起倡议，中秋节假期期间，就
近以多种形式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投
身全省的救灾工作，为全省复工复产
作出教育人的贡献。

9月13日，省司法厅机关、省监
狱管理局（省戒毒管理局）和各基层
监所的15名党员干部组成志愿者服
务队，进驻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东升
村驻点支援，全力协助推进灾后恢复

重建和乡村复工复产工作。在东升
村，志愿者服务队累计清理疏通村路
村道600余米、清运垃圾20余车次；
主动开展隐患排查，发现受损高压供
电设施4处、低压供电设施60余处；
帮助驻村企业清理倒伏树木、开展环
境消杀，全力协助企业复工复产。与
此同时，志愿者服务队深入开展走访
慰问，向五保户、低保户、困难党员、
老党员发放慰问品，为他们送上关心
和温暖。

超强台风“摩羯”过境后，海南省
科协迅速选派10名党员干部志愿者
组成支援灾后重建工作队，奔赴海口
市大致坡镇美桐村灾后重建一线，为

美桐村灾后重建工作提供2辆垃圾
清运车、油锯、铁铲、被子、床等支援
保障物资。根据村委会统一安排，工
作队累计清理垃圾点位13个、清理
积压多日的生活垃圾50余吨，上门
走访8户脱贫监测户、五保户，并下
田帮助农户恢复生产，扶正和清理槟
榔树30余株，巡查和清理乡道6公
里，排查安全隐患近20个。接下来，
工作队还将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推
动复工复产、加快该村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

连日来，在全省各处，可见海南
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垦集团）志愿者的身影。

面对台风给海南造成的严重破坏，
海垦集团积极扛起省属国企的责任
担当，第一时间调动人员和设备，分
批次派出69支志愿队伍，共计1012
人次，调配146台机械设备，构建垦
地联动机制，高效助力海口、文昌、
澄迈等地做好灾后重建工作。同
时，省委社会工作部与海垦集团第
一时间对接了解海口三门坡镇存在
的困难和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调
配人员、设备和帮扶物资，着力推动
该镇灾后重建。下一步，海垦集团
将支援相关市县做好清障清淤、牲
畜消杀掩埋处理、农业生产恢复等
工作。

我省各部门各单位各企业动员力量支援灾后恢复重建

帮助受灾地区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曹柳

“现在项目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
决？复工复产情况怎么样？”近日，海
口江东新区江东管理局项目专员甘
景梁每天都会去省重点项目海口海
关封关运行保障项目现场协调解决
问题。这个项目建设时间紧任务重，
按原计划本月底前就要竣工验收，而
超强台风“摩羯”过后，项目内门窗、
吊顶、机电设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损坏。

“目前，我们通过多方联系调配
物资设备，保障人员、材料、设备能够
尽快到位，快速恢复到灾前的生产水

平。”海口海关技术中心副主任林正
锋介绍，在江东管理局的协调帮助
下，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恢复项目供
电，为项目复工复产提供了必要条
件。

海口海关封关运行保障项目包
含海口海关智慧监管业务技术用房
项目、海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项
目和海口海关技术中心实验室项
目。3个项目的建筑面积约2.7万平
方米，总投资约4.04亿元。此次快
速复工复产，对项目后续建设意义重
大。

“这 3个项目是海关业务运行
的基础保障项目，服务几乎所有海
关业务管理，项目建成后将是海关

管得住、放得开、通得快的重要支
撑，能够有效为自贸港进出口商品
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保驾护航。”林
正锋说。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超
强台风“摩羯”过后，海口江东新区管
理局迅速组织党员干部职工成立党
员突击队、抢险救援队、志愿服务队，
迅速下沉项目及企业一线，推动园区
在建项目、入驻企业尽快复工复产。

在江东新区河口排涝泵闸建设
工程项目施工现场，项目专员还联合
金融主管部门，对接保险公司，尽快
完成项目损失的定损以及理赔工作，
提振项目复工复产信心。“现场已经
完成了定损的勘探，我们会推动保险

公司积极对接项目，做好下一步保险
的理赔服务工作。”江东新区管理局
项目专员卢绍玮说。

据了解，海口江东新区河口排涝
泵闸建设工程项目在潭览河、东营溪
及迈雅河入海口处对原挡潮闸进行
拆除重建，新建6个排涝泵站、3个防
潮闸。项目今年5月开工，目前6个
工区已全部进场施工。

“目前在岗人员已经恢复到台风
前人数的 79%，主要设备恢复到
82%。后续我们也将根据工程建设
情况，持续增加作业人员、管理人员，
并且保障大宗材料的正常供应，共同
推进施工进度。”江东新区河口排涝
泵闸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单位项目经

理冯云龙介绍。
目前，江东新区多个在建重点项

目均已进入开足马力推进度、抢工期
的施工状态，项目专员下沉一线，助
力解决项目复工难题，园区整体复工
复产工作进展迅速。截至 9月 12
日，江东新区已有132个项目复工，
复工率72%，已复工3888人，9月25
日前争取全部复工。

接下来，江东新区将采取分片包
干、蹲点服务的方式，“一对一”为企
业复工复产、项目建设提供全方位、
全覆盖、全流程服务，帮助企业纾困
解难、推动项目快速复工复产，恢复
园区正常生活秩序。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

海口江东新区项目专员下沉一线助企纾困

“沉下去”服务，力促复工复产速度“提起来”

■ 海南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党朝峰

“看到万绿园这么多树倒伏、折
断，我很心疼。”连日来，支援海口灾后
重建的琼中园林环卫工人吴爱霞持续
在万绿园开展环境清理工作。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三亚、琼
海、儋州、琼中等多市县调集电力、水
务、园林、环卫等部门工人，积极支援
海口灾后应急和恢复工作。恰逢中秋
节假期，不少支援队放弃节假日休息，
加班加点协助海口市推进灾后恢复重
建。

万绿园是海口的“绿色名片”。台
风“摩羯”造成园内树木倒伏3559株、
倾斜1858株、断枝1948株，花海和草
坪等均有大面积损害。9月16日，炎
炎烈日下，吴爱霞带领琼中支援队的
9名环卫工人，忙着处理倒伏的树木，
清理散落的枝条。

前来海口支援的琼中园林环卫工
人均有多年工作经验，邓雪健是其中
之一。今年59岁的他明年即将退休，

此次他主动请战前来支援。邓雪健手
持油锯，将倒伏的树枝切割后，其他人
随即上前对残枝进行集中清理，为下
一步清运装载做好准备。

“我们一般9人一组，互相配合，
效率较高，每天早上7点半工作到晚
上7点半，午饭后会休息一会，保证下
午工作精力充沛。”吴爱霞介绍，万绿
园是海口广大市民游客休闲放松的乐
土，期待万绿园早日恢复生机。

目前，经过多方努力，万绿园的基
本功能已恢复70%，主干道已基本完
成恢复工作、园区四处大草坪已清理
干净，除灯杆损坏、无法及时恢复的路
灯外，其余的路灯已修复亮灯。

不只是万绿园，在海口国兴大道、
滨海大道、丘海大道、椰海大道、龙昆
路等重点道路，均可看见各市县支援
队伍的身影。9月9日起，三亚、琼中、
白沙、琼海、保亭、万宁、乐东、五指山、
儋州、东方、昌江11个市县共14支队
伍500人，组织油锯、高枝锯196把，
各类专业工具车辆159辆，支援海口

市抢险救灾及灾后恢复，配合海口市
各部门积极开展工作。

台风“摩羯”过境后，海口多个地
区生产生活用水告急。

“送水车把水送到小区，保障了
我们的基本生活用水。”9月11日下
午，三亚环农集团应急抢险队的送
水车进入龙华区金龙路一小区后，
住户纷纷下楼排队接水，居民吴先
生感慨道。

台风过后，海口市水务集团派出
应急送水车辆向居民区送水，并调配
消防车辆约70辆，琼海、三亚支援送
水车 5辆。9月 10 日上午 11 时 30
分，三亚环农集团应急送水车长途跋
涉抵达海口，司机师傅们顾不上休
息，装满水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往海南
大学送水……

“有了大家的倾情相助，相信海口
很快就能克服困难，恢复正常的生产
生活秩序。”9月11日，在位于海口金
龙路的警苑小区，前来接水的居民宋
先生对三亚环农集团应急抢险队真诚
地表达了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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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了有力支持。“非常感谢兄弟市县
的帮助，特别是琼海、三亚支援海口5
辆送水车，有效缓解了海口部分无水
小区的用水难题。”海口市水务集团相
关负责人表示。

“兄弟市县需要帮助，我们义不容
辞。我们已经安全返回三亚，祝海口
市民中秋节阖家幸福，希望海口越来
越美丽。”9月16日，三亚环农集团支
援海口应急送水领队许珑铧说。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

省内市县多支队伍支援海口灾后恢复重建

齐心协力，“救治”椰城台风创伤
对口支援 共克时艰

关注灾后复工复产“一对一”上门服务

近日，海口市万绿园，琼中支援队园林环卫工人在切割残枝。（万绿园管理中心供图）

中央媒体看海南

全力以赴推进复工达产超产
尽最大努力弥补灾情损失

■ 人民日报记者 于洋

9月6日，超强台风“摩羯”先后在海南文昌
市、广东湛江徐闻县登陆，给多地造成严重灾害，
大批电力设施遭到严重破坏。连日来，南方电网
公司从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统筹调配力量
驰援受灾一线，累计投入抢修人员近5万人、抢修
车辆1.4万辆。

截至目前，广东、广西全面复电，受灾最严重
的海南全省复电超八成。中秋假期，近3.6万名
抢修人员坚守一线，为尽早复电争分夺秒。

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孟振平说：
“要全力确保大电网安全稳定，最大限度减少灾害
损失。”

抢险复电，党员先行。台风“摩羯”过后，南
方电网公司2万名党员下沉防汛救灾一线，组
建临时党支部41个，成立党员突击队1483个，
党员服务队 901 个，在抢修复电中发挥了“堡
垒”作用。

海南海口市南渡江江面开阔，水流湍急。台
风“摩羯”肆虐时，江中和江畔三座20多米高的
输电铁塔受损严重，海口江东片区数十万群众无
法用电。“这条双回同塔线路保障着包括海口市
大学城片区、美兰机场片区在内的主要电力供
给。在24小时内，我们必须完成旧塔拆除和新
塔的安装工作。”海南电网公司建设分公司副总
经理李旭说。

具备抢修条件后，经过抢修人员连夜奋战，新
建铁塔只用了18个小时就矗立在江中。

在此次“摩羯”台风灾后抢修复电的过程中，
南方电网公司始终将保障民生视为首要任务，将
居民用电和水厂、学校、医院等重要用户的供电需
求置于首要位置。

一座座水厂，一个个基站，一栋栋楼房……点
点亮起的灯火，让灾区的复工复产加快了脚步。

赤豆寮岛是位于广东湛江市企水镇的一座小
岛，岛上有约2000亩虾塘，养殖美洲白虾。正值
虾苗重要生长期，需要稳定的供电实现虾塘供
氧。在台风“摩羯”导致全岛停电后，湛江雷州供
电局员工第一时间上岛勘灾抢险，抢在虾塘的复
电时限内实现了赤豆寮岛全面复电，为村民挽回
上百万元的损失。

在湛江市徐闻县西连镇边板村的抢修现场，
村民们看到一个从未见过的设备。这个有“钳
子”、有挖斗、有履带的庞然大物，是南方电网（广
东）综合应急基地应急特勤队带来的路履两用遥
控多功能钻孔立杆“机器人”。施工人员说，靠人
力要三四个小时才能竖起一根电杆，立杆“机器
人”从拆除旧杆，到挖坑换杆，只用20多分钟，为
灾后修复节省了大量人力和时间。

动中通卫星指挥车、重载无人直升机、
MESH自组网设备……此次抢修复电，众多硬核
利器亮相，高效支撑了抢修工作。

南方地区地形条件复杂，南方电网公司在
多年的工程建设和抢修复电中，不仅研发出了
众多高精尖应急抢险设备，更在救援中总结宝
贵经验。“上半年，公司复盘了历年台风应对情
况，完善了应急响应人员调配、物资储配、协调
指挥工作机制，为应对台风‘摩羯’奠定了良好
基础。”南方电网公司海南前线指挥部指挥长高
锡明说。

“这次‘摩羯’的风力比10年前的‘威马逊’还
要猛烈。”参与过这两次灾后抢修的海南文昌供电
局北部配电中心副经理吴清炳回忆，因为交通受
限，10年前支援队伍坐着飞机来到海南，只能带
些小型设备。10年后，来自广东、广西、贵州、云
南的支援队伍自己开着装备车辆，翻山渡海来到
海南，距离海南最远的云南瑞丽供电局日夜兼程
跨越约2000公里。

他们是灾后的逆行者，更是光明的守护
人。9月7日，两艘大货轮载着4000多人的支
援队伍和装备物资停靠在海口秀英港。应对此
次灾情，南方电网公司在海南投入近3.6万人，
应急发电装备1万余台，累计跨海运输337艘
船次。

（原载《人民日报》2024年09月17日第02版）

中秋假期，近3.6万名电力抢修人员
坚守一线——

为海南全省复电
争分夺秒

◀上接A01版
尽最大努力把台风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并抢抓市
场机遇，优化养殖模式，延伸加工产业链，不断提
升经济效益。

港区省政协委员投资的文昌维嘉国际大酒店
受台风“摩羯”冲击严重，多处设施设备受损。在
听取企业汇报后，李荣灿指出，要全力抓好生产自
救，抓紧做好设施设备修复，确保正常稳定运行；
要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安全意识，深刻吸取教训，
做好复盘分析，通过购买财险、强化防护、提升标
准等措施，提高企业防灾抗灾水平。

海南传味文昌鸡产销量居文昌鸡行业前列，
是中国肉鸡市场50强之一。李荣灿走进养鸡大
棚，详细查看种苗培育、场房设施等恢复情况，强
调企业要做好消杀防疫，及时补苗、加强管理，尽
快恢复市场供应，力争实现达产超产；有关部门要
坚持“一企一策”，强化金融贷款、财政补贴等精准
支持，尽最大努力减少企业损失。

省政协秘书长罗时祥参加。

便民服务
保障用电
9月17日，在文昌市

翁田镇博文村，南方电网
电力便民服务队利用柴
油发电机发电，为村民提
供充电服务。图为工作
人员帮助村民给电动自
行车充电。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