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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 9月 4日讯（记
者 陈玮） 4日下午，省政
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山
东 省 抗 灾 救 灾 工 作 进 展 情
况。记者从会上获悉，山东抗
灾救灾有力有序，恢复重建
全面提速。

目前，灾毁房屋全部完
成鉴定，组织规划设计、房屋
鉴定专家282名、144个工作
组赴灾区一线，对所有灾毁
房屋进行排查鉴定，共鉴定
41327户。对确需迁建的27个
村已启动规划设计，对鉴定
为严重损坏房屋的，由所在
镇村安排临时过渡住所或到
亲友处借住。临时安置点由8

月28日的5处减至4处，集中
安置人数由 8 0 1人减至 1 5 9
人。

灾 区 学 校 全 部 顺 利 开
学，山东组织力量对校舍受
损及安全情况进行了全面排
查，共涉及中小学校（幼儿
园）648处，全部进行了抢修
维修，具备了正常使用条件。
对因灾致困学生家庭，全面
靠上落实措施，提前跟进救
助资助，其中寿光市组织1万
余名老师入户家访。

9月3日，灾区学校全部
顺利开学，未发生受灾家庭
学生因灾致困失学或不能正
常入学。

全省累计投入排涝设备
11 . 9万台套，排水除涝面积
899 . 6万亩，进水村庄生活区
域积水已全部排出。截至9月
3日下午6时，潍坊市剩余排
水面积1 . 2万亩，积水量460
万方，预计到9月5日，除极个
别低洼地带，可基本完成排
水任务。

生产自救加快推进。潍
坊市各类大棚受损2 7万个，
倒塌4 . 5万个，其中寿光受损
10 . 6万个，倒塌2万多个。为
了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
省、市、县农业部门组织70余
个专家组，分赴受灾较重的
寿光、昌乐、青州、临朐、安丘

等地，进行技术指导。目前，
潍坊市已排除积水受灾设施
大棚2 2万多个（不包含倒塌
大棚），加固修缮受损棚体9
万多个，已补种各类设施蔬
菜5 . 5 6万亩，补种蔬菜预计
10月中旬开始上市。

通过抢收抢种、区域调
剂、动用储备、加强监管等多
种措施，确保了蔬菜市场价
格稳定。寿光作为蔬菜集散
地，市场供应充足。9月3日，
全省重点监测的9种蔬菜集
市（零售）均价为2 . 43元，连
降4日，累计下降7 . 3%。粮食
价格保持稳定。鲜猪肉价格
窄幅波动。鸡蛋价格延续降

势。
省卫计委向潍坊灾区先

后派出6批2 4名省级专家现
场指导督导，紧急调运2批总
值854 . 5万元的卫生防疫物
资，包括卫生防疫设备4054
件、消毒消杀药品 6 . 8万公
斤，保证了潍坊灾区需要。

各级政府财政已安排抗
灾救灾与恢复重建资金9 . 6
亿元，其中国家发改委、财政
部、应急管理部等国家部委
安排5 . 4 7亿元，省级及以下
4 . 13亿元。截至9月3日，省红
十字会、省慈善总会启动的

“情系灾区”救灾捐赠活动累
计募集款物2 . 6亿多元。

灾灾区区2277个个村村迁迁建建，，已已启启动动规规划划设设计计
学校全部顺利开学，没有学生因灾致困失学

安安顿顿好好村村民民才才发发现现自自己己家家被被冲冲没没了了
灾害面前，基层村干部成灾区群众主心骨

本报记者 马云云 陈玮

转移群众当机立断
背出不愿走的老人

灾害发生之前，很多人
还没有察觉到将要发生的险
情，但许多村干部陆续意识
到形势不妙，青州市庙子镇
东滴水张村党支部书记崔文
礼是其中之一。

9月1日记者见到崔文礼
时，他正穿着高筒雨靴，带着村
民修水管，灾后村民喝水还是
靠救援物资，他一直很着急。

8月19日，村里的雨已经下
了三天。凌晨5点，崔文礼看着
河道里的水位噌噌往上涨，“不
能再耽搁了。”他披上雨衣出了
门，叫上村里的党员干部，用高
音喇叭一遍遍组织村民转移。
就是这样及时的“催促”，才使
得村民们及时转移到安全地
带。有几个不舍得房子和物件
的老人不愿离开，崔文礼硬是
把他们强行背出。

崔文礼皮肤黝黑，不善言
辞，语速偏慢，面对记者采访多
是问一句答一句。但面对险情，
他却是当机立断。在组织村民
转移的过程中，崔文礼发现镇
交通主干道博临路东张段出现
一处泥石流将道路堵住了，一
大批车辆滞留，他立即联系镇
政府，调来机械，和党员们一起
帮着清理道路。下午两点，道路
终于抢通。

那天晚上，昌乐县高崖水
库库区池子村党支部书记孙垂
军也没闲着。当时，池子村的池
子河水位暴涨，超出河两岸护
坡，池子村多数房屋全部进
水。怎么办？孙垂军迅速将险
情反映给社区、派出所和库
区党工委，同时安排本村村
两委干部和党员组织群众向
安全位置转移。在他的快速
反应和指挥下，池子村多数群
众被顺利转移。

村内水位很快上涨至人的
胸膛位置，此时仍有几户群众
受困在家中，其中有80多岁的
老人。在等待救援力量时，孙垂
军带领村两委成员冒着生命危
险赶往受困群众家中，再次成

功将两户群众共7人转移至安
全地带。

顾不上自己家
女儿发朋友圈“寻人”

救灾中，许多村干部全然
顾不上自己的小家。9月2日下
午，青州市王坟镇王坟村，记者
远远望见该村党支部书记侯安
胜，他瘦高的个子，牛仔裤和鞋
上沾着土，正忙着给村民发放
救灾物资，看这工作劲头，不像
是个60岁的人。

灾害发生后，侯安胜算是
“豁”出去了。王坟村是此次洪
涝灾害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
全村260户全部受灾，重灾户
190余户。他和村里其他党员干

部一起，奔前走后，尽管自家已
是一片狼藉，却也全然不顾。

8月20日早上，女儿在自家
阳台远远看到侯安胜从门前走
过，她急得大喊。侯安胜朝女儿
摆摆手：“村里还有一千多口子
人等着呢！”说完便走了。以致
几天后，女儿在朋友圈发了一
条“寻父启事”：“爸爸，你回家
看看吧，你再不回来我真的受
不了了！”再次提起这件事，侯
安胜依旧是摆了摆手：“不提
了，孩子小，家毁了她心疼，我
不在家没有主心骨，那是急
的。”尽管能理解孩子，但他还
是一直没能顾上家，倒是很快
把话题谈到村民身上：“有的人
家里，锅碗瓢盆都漂走了，连个
洗脸盆都没有。”

8月20日凌晨两点左右，刚
把老少爷们儿转移完，崔文礼
又到村子边巡逻了好几遍。但
他自己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
家已经被大水冲走了。

8月19日下午，妻子曾打电
话催他回家，他只是简单说了
几句话。“东西不要了，你带着
老人孩子抓紧跑出来就行，我
抓紧去组织群众转移，不回家
了！”

后来，通讯中断，崔文礼收
不到家里的消息。到了8月20日
凌晨两点，他还不放心，又跑到
村民临时安置点看了看，确定
一切安好后，他才想到去看看
自己的家，可眼前的景象让他
吃惊：自家的两层房子不见了，

“被冲得什么都没了，一分钱都

不剩。”
昌乐县宝都街道北郭村党

支部书记郭焕双，面对自己投
资近60万元的养殖大棚也无暇
顾及，忙着与街道干部一起转
移村民。大水退去，当他得知自
己养殖的鸭密密麻麻死了一大
片后，也仅仅是通过电话让家
里人赶紧处理，防止疫情。“60
多万没有了，叫谁谁不心疼，但
是没办法，还是先救人。”

老爷们儿心也细
本上记满大事小情

这些奔走在救灾一线的村
干部多是大老爷们儿，但老爷
们儿也有细腻的一面。

“快秋收了，在外面虽然有
吃有喝，但毕竟不是家。”灾后
十余天，青州市王坟镇涝洼村
的各项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快速
恢复当中，但村党支部书记张
黎明还是一刻不敢松懈。

在村里一些人家的墙面
上，如今还能看到洪水留下的
印记。“最高的时候将近三米。”
张黎明说，村里780口人，有65
户的房屋成了危房。村头张贴
着“救灾捐款”的大红纸，旁边
一个箱子里塞满了村民自发捐
助的衣物，供有需要的群众自
取。

记者跟随张黎明在村里走
了一圈，是危房的，院外拉上了
警戒线；房子牢固的，村民在家
里忙活着打扫卫生。

统计灾情、清扫房屋、清除
路面、抢修道路、协调机械……
张黎明所穿的迷彩服口袋里，
放着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灾
害发生后，要处理的事情太多，
他每天把重要的事情做了记
录。

“8月23日晚上，村两委去
看望受灾安置群众（带方便
面）。”“8月26日，午饭先发受灾
严重户。”“8月31日，某某部队
派官兵支援，保险公司继续下
户，评估公司来。”翻开这个不
大的记录本，尽管字数不多，但
也着实能看出大大小小的事情
够他忙了。

采访结束，张黎明一刻不
停又投入到了紧张的灾后重建
中。

■抗灾救灾·众志成城

皮肤被晒得黝黑、穿着雨靴东奔西走、手机铃声不停响起、几乎停不下来——— 这是灾后潍坊
灾区村干部的大致形象。连日来，本报记者深入潍坊寿光、青州、昌乐、临朐等地，近距离接触了十
余位村干部，灾情发生后的半个月来，他们一直奔波在抗灾救灾一线，我们通过其中几位的故事，
试图勾勒出这支队伍在大灾面前的立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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