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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抗洪救灾最前沿 记者直击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近日，我省发生连续性强降雨，
部分地区降雨量较大，葫芦岛
市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8
月 21 日，省疾病预防控制局迅
速组建由传染病防控、环境卫
生、食品卫生、病媒生物消杀等
专家组成的 17 人省级专家队
伍，分两批赴葫芦岛市开展卫
生防疫工作。

目前，专家组已经到达建昌
县，正在指导并和当地疾控机构
人员一起开展卫生防疫工作，重
点了解受灾村屯的基本情况，包
括波及范围、居民人数、居民健

康状况、饮用水卫生和环境卫生
情况等；对卫生所、学校、受淹厕
所、垃圾堆积区等重点点位开展
了预防性消毒工作；指导受灾居
民进行清污和消毒工作。截至
22日晚，共走访了4个村屯。

另外，第一批防疫物资 1吨
漂白粉、10万粒泡腾片以及5台
电动消毒喷雾器，于21日晚运抵
葫芦岛市。第二批防疫物资 24
台消毒喷雾器、400公斤漂白粉、
3000 瓶含氯消毒片、300 瓶二氧
化氯消毒片、800 瓶菊酯类杀虫
剂、1200 袋鼠药于 22 日运抵葫
芦岛市。

省疾病预防控制局紧急派专家组
赴建昌县开展洪涝灾害后防疫工作

暴雨掠过，洪水渐退，绥中
县多个乡镇道路、房屋、农田
等遭受不同程度损毁，地处山
区、地势陡峭的加碑岩乡是这
轮强降雨中受灾最严重的乡镇
之一。

8月23日上午，看着抢修公
路的车辆开进来，特别是路旁的
狗河水位已经慢慢回落，刘海盘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老刘是王家店村村民，强
降雨导致他家附近的省道绥青
线出现塌方，路边护栏连同路
基被洪水冲走，形成近 300米的
塌陷。

“打通道路是施展救援、开
展重建的首要任务，每抢通一个
断点，救援力量离受灾群众就会
近一些，对通电通信、生产生活
和物资供应就有一定保障。”绥
中县公路处养护公司经理叶军告
诉记者。

省 道 绥 青 线 连 接 着 葫 芦
岛市绥中县和河北省秦皇岛
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往来车辆
以运送建材和生活物资居多，
对后续救灾和恢复生产十分
重要。

卸料、填平、夯实……抢修
现场，叶军忙着指挥抢修。“我们
现场有 50 余名工人参与抢险，
就地取料、连续作业，出动了
100台次挖掘机、95台次装载机

和 240台次翻斗车，共计动用土
石方 15 万立方米。”叶军说，抢
修队伍从 20 日开始，冒雨沿着
绥青线一路边抢修边挺进，早上
才赶到这里。

一个断点一个断点地疏通，
一公里一公里地推进，抢修队伍
不断刷新“进度条”。“我们现在
三班倒、不停工，困了累了就到
车上眯一会儿，以最快的时间抢
通道路，确保救援力量顺利通
行。”抢修工人对记者说。

23 日 18 时，在工人们的不
懈努力下，绥青线上最后一个
断点终于打通，实现了全部修
复、全线贯通，比预计时间提前
5小时！

“路通了，路通了！”沿线的
群众奔走相告。

“路修好了，大机器就能进
来了，电力通信就能恢复，到
时候我得赶紧给在上海的孩子
打个电话报平安。”村民郭海
艳说。

叶军告诉记者，按照“先干
线、后县级”的原则，他们还要继
续深入到其他抢修现场，保障更
多群众能够平安通行。

路通了，重建家园、恢复生
产的希望也被燃起。望着打通
的道路，老刘开始计划生产自救
的事。他要对农田进行清淤、修
整，尽可能减少损失。

打通绥青线上
最后一处断点

本报记者 明绍庚
图①：辽宁红十字会设置在黑山科乡初级中

学安置点的移动餐车，让村民吃上了热腾腾的
饭菜。 王 岩 本报特约记者 田 嘉 摄

图②：中国石油销售分公司为救援车辆提供

流动加油服务。 本报特约记者 田 嘉 摄
图③：抚顺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驰援葫芦

岛市建昌县开展应急供水工作，一台制水车每天
可制成饮用水120吨。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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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建昌
县遭遇险情后，各方救援力量纷
纷向建昌县汇聚。无惧危险，不
言艰辛，向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冲
锋的志愿者，化为一股股暖流，
为受灾地区的群众带去温暖和
希望。

8 月 23 日上午，在通往大
屯镇唐王谷村的村路上，一场

“爱心接力”正在进行。由于村
子夹在两山之间，受降雨影响，
进村的路桥被冲毁，车辆无法
前行，45 名烟台蛟龙救援联盟
的志愿者排成长队扛着矿泉水
向山沟中挺进。莱州蛟龙救援
队队长王广进告诉记者，在接
到求援信息后，8 月 20 日他们
组织 79 名救援人员，出动 26 辆
车，带着冲锋舟、无人机、排水
设备以及应急物资连夜从山东
赶往建昌。王广进说，他们将
物资送到村部登记后，还会继
续将物资送到各个村民小组。
记者了解到，从断桥处到各个
村民小组，远的有20公里，近的
也有十余公里，不仅路途远，还

有崎岖的石路和小河。“路特别
不好走，还背着物资，一趟下来
非 常 累 ，但 大 家 都 在 咬 牙 坚
持。”王广进说。

与此同时，在大屯镇韩屯
村，一口大锅冒着热气，凌源蓝
天救援队和建昌汉庭酒店的志
愿者正给这里的村民煮饺子。

“21 号我们就到韩屯村送物资
了，当时带的桶装方便面，可村
民说没有电，柴火也湿了，生不
了火，烧不了水，没办法吃。”志
愿者齐晓亮说。为此，他们从外
地购进 400袋水饺，还带了液化
气罐和锅碗筷子，到村子里给大
伙儿煮饺子。“真没想到，这时候
还能吃到热乎的饺子。”现场，村
民非常感动。

志愿者还带来被褥、衣服
和食品。“衣服都是员工捐的，
她们还提前缝了很多枕头，看
到我们要到受灾地区，附近居
民也都跑回家拿东西来捐。”建
昌汉庭酒店经营者说，“咱们也
是建昌人，家里人有难了，更应
该伸把手。”

我的名字叫“志愿者”
本报记者 姜 帆

8月23日，在建昌县306国道上，来自各地投入救灾志愿服务和
运送捐赠物资的车辆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查金辉 摄

通了！通了！
本报记者 赵婷婷 姜 帆

在遭受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下，水、路、电、网这“四件套”
能否正常运行，关系百姓的正常生活，甚至是生命财产安全。

由于受强降雨影响，建昌县一部分水、路、电、网等基础
设施遭受不同程度损坏。为尽快打通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

重建工作通道，连日来，政府部门、施工单位、救援团队等昼夜奋战，尽
最大努力做到抢险救灾“快一秒”，让群众安全“多一分”。

“来水啦，来水啦！”8 月 23 日早 6
时，家住建昌客运站附近的王女士早起
打开家里的水龙头，清水喷涌而出，她
立即跑出家门向邻居分享这个消息。

供水是城市运转的重要保障。由
于遭遇强降雨，8 月 20 日上午，建昌县
城区水源地宫山咀水库通往建昌净水
厂的唯一一条管线被冲毁，损毁长度
达 60 米，导致水源地无法向建昌县城
区供水，城区百姓用水出现困难。

对此，建昌县住建局立即启动应
急水源，通过城区管线进行输送，每日
可供水200余吨。同时协调了8台供水
车，在城区分区域不间断送水，每日送
水量达3000吨至4000吨。目前能够满
足城区居民基本用水。

同时，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向住房
城乡建设部申请启动国家供水应急
救援中心东北基地，由抚顺市供水

（集团）有限公司，派出 23 名业务骨
干，出动 2 台制水车、1 台水质检测
车、2 台后勤保障车和 1 台应急装置
车，对建昌县开展供水应急救援。

22 日 6 时，在具备施工条件后，建
昌县天源自来水有限公司立即开展抢
修。“现场河道较狭窄，大型运输车辆
无法进入，我们只能‘就地取材’。”建
昌县天源自来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
学君说，为保证施工安全，他们将河水
分流、截流，为施工创造有利条件。

经过昼夜抢修，23 日凌晨 3 时，施
工完成，建昌县城区恢复正常供水。

千方百计保供水

8 月 23 日下午，在建昌县雷家店
乡大松木沟村附近的杨骆线公路抢修
现场，设备轰鸣、车辆穿梭。

停车、升斗、卸货……随着司机师
傅一连串的操作，一车石头倾泻而
下。一旁的铲车立马上前，举起大铲
将石头推进被洪水“掏空”的路基里。

“这条路很重要，所以我们昼夜不
停抢修，加班加点施工。”中国铁建大
桥工程局凌绥高速项目安全总监高
伟介绍，杨骆线长约 15 公里，是连接 4
个行政村和306国道的唯一通道，关系
着5000余名乡亲的安全出行。洪水冲
刷后，杨骆线出现多处断点。

“杨骆线受损情况较重，施工条件

相对较差，我们计划再用3天左右时间
全部抢通。”高伟说。

交通是抗洪救灾的“生命线”。据
省交通运输厅防汛办苏毅介绍，本轮强
降雨共造成建昌县普通干线公路出现
35处中断，省交通运输厅立即启动应急
响应，迅速组织协调凌绥、京沈高速公
路施工单位，组成6支抢险队伍，调集工
程机械120台（套）直奔抢险一线。

“经过昼夜奋战，截至 23 日下午 6
点，35处中断点位已经全部抢通。下一
步，将全力抢通像杨骆线这样的农村受
损公路，打通受灾村庄与外界的交通联
系，确保救灾物资能够顺利运进灾区，
保障受灾群众正常出行。”苏毅说。

抢修救灾“生命线”

8 月 23 日 8 时 35 分，随着 10
千伏小德营子主干线路 139号开
关合闸成功，10千伏小德营子线
路全部恢复供电。“来电了！”附近
村民欢呼起来。

与此同时，在建昌县大屯镇
10千伏大屯线作业现场，由国网
葫芦岛供电公司 18 人组成的电
力抢修队伍，正在开展跨河线路
的抢修复电作业，抢修人员扛着
电线，深一脚浅一脚蹚过没膝的
河水，搭建线路。

这是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开
展灾后应急抢修工作的一幕。

“我们之前排查时发现这里
有 3 根线杆被洪水冲倒，但受到
交通以及河道水位影响，不具备
施工条件，为了尽快送电，公司申
请发电机对大屯镇政府临时供
电，上午看到路通了，我们立即组

织队伍开展抢修。”国网葫芦岛供
电公司建昌分公司配电运检班班
长王黎明说。在修好此处线路
后，抢修队伍又马不停蹄赶赴八
家子镇抢修线路。

灾情发生后，国网葫芦岛供
电公司立即组织抢修人员对雨
势较弱且满足抢修条件的故障
区域进行修复。同时，按照“先
复电、后抢修”原则，公司在国家
电网有限公司的强力支持和统
一组织下，利用直升机、车辆、挖
掘机等投放运输发电机，快速为
灾区百姓恢复供电。

截至 23 日 22 时，经过电力
抢修队伍的全力抢修，建昌县
15 条 因 暴 雨 受 损 的 10 千 伏 主
干线路全部实现复电，33102 户
停电用户中已有 27919 户恢复
供电。

分秒必争送“光明”

湍急的水流，阻拦不了抢修
队员急切的脚步。

8 月 22 日，在建昌县大屯镇
马道子村附近的河岸上，一场“光
缆抢修联合行动”正在开展。

中国联通建昌分公司线路单
元负责人郭铁说，本轮建昌县强
降雨导致的河水暴涨，公司 7 段
光缆被毁，经过此前三天三夜的
抢修，已经有6段成功抢通，只剩
这一处，工作人员无法渡河，难以
修复。

于 是 ，郭 铁 找 到 大 屯 镇 政
府，请其出面协调蓝天救援队帮
助过河。

对方立即回复：“一定全力
配合！”

说话间，冲锋舟已经开动。
盘锦蓝天救援队的队员驾驶冲锋
舟，载着联通公司维修员和光缆，

快速抵达河对岸。
“先别着急拽，捋好方向再

用力。”光缆刚到对岸，这边就争
分夺秒地开工，郭铁大声指挥。

“光缆有重量，大家又着急，方向
捋不顺得多花不少力气。”他解
释道。

为啥这么急？“还不是因为这
条光缆太重要。”郭铁说，这是一
条绥中至建昌的中继光缆，起到
放大光信号和扩大传输距离的作
用。抢通这条光缆，将大幅提高
通信网络的稳定性，为抢险救灾
保驾护航。

很快，两岸之间的光缆已经
架好，工作人员开始进行下一步
接通。

23 日，当记者再次经过大屯
镇时，手机信号满格，网络通信
顺畅！

排除万难接光缆

核心
提示

8 月 23 日晚，葫芦岛市召开防
汛抗洪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有关
情况。

葫芦岛市委常委、副市长周战
杰作主发布，绥中县、建昌县、葫芦
岛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回答了记者
提问。

“8 月 19 日到 21 日，受东北冷
涡、副热带高压及台风‘云雀’的水
汽输送共同影响，葫芦岛多地出现
持续性强降雨，雨量之多、强度之
大、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强，历史罕
见。最大过程降水量 540 毫米；最
大日降水量 527.7 毫米，突破全省
极值，为 1951 年有气象记录以来葫
芦岛地区最强降雨。”周战杰介绍，
此轮强降雨给葫芦岛市特别是建
昌县、绥中县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
道路、电力、通信、房屋、农作物等受
灾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共有 8 条
国省干线、210条农村公路不同程度

受损中断，桥梁受损 187 座；电力总
停线路 40 条、总停台区 3560 个，29
个乡镇 286 个村 128580 户居民用户
受到影响；全市 6 条干线通信光缆
损毁，县、乡、村 1301 处接入光缆中
断，20 日建昌县 28 个乡镇、绥中县
5 个乡镇通信中断；农田受灾面积
58.82 万 亩 ，设 施 农 业 受 灾 1.64 万
亩，果树受灾 49 万亩，渔业灾害影
响 面 积 3.63 万 亩 ；水 利 设 施 损 毁
619 处，河道护岸损坏 547 处，受灾
人口达到 188757 人，因灾损失 103
亿元。

“特别是随着道路、通信基本抢
通，经过几轮逐户逐人排查，此次灾
情造成葫芦岛市有 10 人遇难、14 人
失联，此外还有 1 名基层干部，因救
人牺牲，我们深感痛心！对于失联
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周战杰提议，
新闻发布会现场人员全体起立，向
不幸遇难者默哀！

周战杰介绍，灾情发生后，葫
芦岛全力以赴开展救援，累计派出
救援队伍 934 支、29924 人次，装备
92229 件（吨、台、套），全市共转移
群众 50013 人，累计营救遇险人员
769 名，目前所有乡镇和村都已取
得 了 联 系 ，已 无 身 处 危 险 的 受 困
群众。

葫芦岛争分夺秒打通道路、电
力、通信“生命线”。集结交通、电
力、通信专业抢险队伍 1580 余人，
协同攻坚、连夜作战、全力抢修，投
入交通抢险设备 882 台、发电车 119
台，投入卫星基站车 9 辆、卫星电话
142 部、高通量卫星便携基站 28 套，
调派 3 架通信保障复合翼无人机
临时搭建空中基站，全力打通生命
通道。

目 前 ，兴 建 高 速 公 路 恢 复 通
车，53 处干线公路阻断点已抢通 42
处，所有的乡镇已通车。128580 户

停电用户已恢复送电 123397 户，复
电的线路、用户已超过相关总停的
90%，实现全地区无全停乡镇。“目
前，除 7 个村采取卫星基站和无人
机悬挂基站方式实现应急通信，其
他地区通信基本恢复，我们力争 23
日晚所有村至少实现基本通路、应
急通电、应急通信；所有村庄通车，
10 千伏电力线路全部恢复通电。”
周战杰说。

大灾之后防大疫。周战杰介
绍，目前，省市县共出动 50 余名防
疫专家、1300余名动物防疫人员，调
集 146 台大小消毒机、2 吨消毒药
品，开展建昌县 9个乡镇 78个村、绥
中县 4 个乡镇 16 个村全面消毒消杀
工作。全市各无害化处理厂满负荷
运转。

此外，葫芦岛市聚焦社会关切，
统筹做好资源调配、物资保障、保供
稳价等工作。

葫芦岛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防汛抗洪救灾情况

本报记者 翟新群 姜 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