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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领导到潍坊市察看暴雨灾情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全全力力救救灾灾妥妥善善安安排排群群众众生生产产生生活活
本报讯 8月 22日至 23

日，省委书记刘家义、副省长于
国安等到潍坊市察看暴雨灾情
和受灾情况，看望慰问受灾群
众和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的干
部职工，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刘
家义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抢险救
灾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
务，扛牢责任，积极作为，采取
切实有效措施，妥善安排群众
生产生活，千方百计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

刘家义来到受灾严重的寿

光市羊口镇南宅科村、营里镇
受灾群众安置点、青州市谭坊
镇东刘镇村，详细察看灾情，看
望慰问受灾群众，仔细询问各
家庭和大棚受灾情况、安置情
况，还有什么困难，并对正在抢
险救灾的干部职工和志愿者表
示感谢。刘家义说，习近平总书
记非常关心惦记大家，自然灾
害不可怕，关键是要增强信心，
大家共同努力，积极恢复生产、
重建美好家园。他叮嘱当地干
部要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
和伤员救治，把党和政府的关

怀送到每一名受灾群众，争取
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22日晚召开的座谈会上，
潍坊市、寿光市和寿光上口镇、
纪台镇负责同志汇报了受灾情
况和抢险救灾工作，提出了意
见建议。刘家义认真听取发言，
同大家一起深入研究下一步抢
险救灾工作，指出，这次抢险救
灾是对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
和广大党员最现实最直接的考
验。当前抢险救灾任务还很艰
巨，当务之急是全力以赴救援
失踪人员，救治受伤群众，同时

做好安抚遇难群众家属工作，
想方设法安排好受灾群众生
活。

刘家义强调，省市县三级
要迅速成立抢险救灾指挥部，
民政、财政、气象、水利、农业等
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市县指挥
部根据需要分别成立防灾排
查、生活保障、心理安抚、灾后
重建等方面工作小组，各司其
职，迅速行动，确保抢险救援工
作高效有序运转。要尽快做好
排涝工作，组织专业人员对水
利工程等展开灾后全面排查。

要高度重视并积极做好卫生
防疫工作，确保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抢险救灾要坚持公
开透明，有关情况及时向社
会公布。要谋划开展好灾后
重建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实事求是统筹做好重建
规划、恢复生产、群众过冬等
方面工作。各级党委要发挥
好领导核心作用和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好广大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凝
聚力量，共克时艰，坚决打赢抢
险救灾这场硬仗。据新锐大众

安安置置点点的的人人越越来来越越少少
8月23日晚，记者对寿光受灾严重的上口镇几个重点部位

进行了探访。

晚上8:30：晚餐是一碗泡面

记者来到广陵二村村委会。20日那天，广陵二村进水严
重，村庄几成泽国。灾害发生后，村委会成了抗洪救灾的临时
指挥部。上口镇副镇长、广陵总支书记、网上口子抗洪“最美声
音”赵新法正在拿着一包榨菜，纸箱上泡着一碗方便面。

见我们“突然到访”，赵新法显得有点拘谨，“你们拿手机
照我，我怎么吃饭啊”。

村委会的其他人说，我们挺“恨”赵镇长，他天天在上班，
害得我们也走不了，都6天了。

赵新法不好意思地说，走不了啊，白天村里已经做了第一
遍防疫，今天夜里他还要去村里查看一遍，一点之前睡不着。

晚上9:10：留宿的仅剩26人

记者来到防洪防汛广陵学校安置点。在此值班的张校长
和张老师赶紧上前询问需要住宿还是吃饭。知道是媒体，他们
才不好意思地笑了。张校长说，今天晚上来这里住宿的人少
了，只有26人，都是口子村的村民，不过来吃饭的不少，午饭还
有近500人来吃，白菜炒肉和馒头，后来馒头不够了，又发的面
包。比起昨晚住宿42人，人越来越少，说明受灾群众逐渐在安
定下来，今天安置点已经把很多物资都发给了村民。

从第一天安置4000人，到今天晚上的26人，这些“轮大勺”
的老师们，四天时间，做了一回“最美厨师”。

晚上9：50：门口挂起红灯笼

记者来到此次受灾严重的口子村。口子村内的路灯已经
亮起来，灯火通明，大街小巷有好多车辆在施工，村子里显得
熙熙攘攘。虽然街道上还摆放着一些家具，但秩序明显好转，
有些巷子已经整理得干干净净。这几天来，口子村接到了很多
爱心人士的捐赠，救灾物资十分充盈。

在村子南边的一户人家，正在大门口烧水，烟气腾腾的，
大门上高高地挂起了两盏红灯笼。

口子村，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
本报记者 张贵君 陈文进

夜夜探探灾灾区区

23日，在寿光北部的上口
镇贤疃村，这里的大棚没有受
自然灾害影响，长势正常。而
在洛城街道牟西村，这里的
200多处大棚遭水毁。

“四个泵抽了一天一夜，
还有水没有抽完。”在寿光稻
田镇东里村，村民李国强家的
大棚也被水淹了。他在村西有
四个大棚，种着小西红柿、甜
瓜和无刺黄瓜。特大暴雨过
后，四个棚全部进了水，正要
收获的黄瓜全被冲走。

虽然是村里受灾最轻的

一户，李国强却已经商量着要
外出打工了。他说，如果大棚
里的水不能尽快抽出来，仅剩
的两个大棚也存在坍塌的可
能，而即使水抽出来了，也不
能马上抢修大棚。“土壤太湿
了，根本建不起来。”

李国强忧虑的是，建设大棚
需要大笔资金，且需要大批物料
和人工。如今附近大量的大棚都
需要重建，到时候物料和人工会
非常紧缺。因此，春节前能将大
棚重建，可能已经很不错了。

采访中，记者发现，东里

村村民基本都不知道潍坊市
民生综合险的内容，也不知道
该如何联系理赔。

8月21日，寿光市农业局
已经下发了关于印发农作物
洪涝灾后管理技术指导意见
的通知，该局已经组织专家制
定了《农作物洪涝灾后管理技
术指导意见》，下发给了各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双王
城生态经济园区管委会，提供
了玉米、棉花，以及大棚蔬菜
涝灾后的管理技术意见。

本报记者 张焜 张贵君

土土壤壤太太湿湿，，重重建建大大棚棚仍仍需需时时日日

23日，在寿光农产品物流园，一车从河北运来的芹菜正在卸车。灾情发生后，物流园内蔬菜交易量并未出现大

的波动。 本报记者 时培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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