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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利奇马”

本报讯（记者 蒋文龙 朱海洋）
据浙江省报灾系统最新统计，截至 8
月 11 日 16 时，超强台风“利奇马”已
致 574.8 万余人受灾，因灾死亡 32 人，
因 灾 失 踪 16 人 ，紧 急 转 移 安 置 122.6
万人（其中集中安置 54 万人，分散安
置 68.5 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18.9
万公顷，绝收约 2.3 万公顷，因灾倒损
房屋 3.6 万间，直接经济损失 166.3 亿

余元。目前，各地搜救工作仍在紧张
进行中。

8 月 10 日凌晨，超强台风“利奇马”
登陆浙江，永嘉县岩坦镇在短短的 3 小
时内降雨量达 160 毫米，境内山早村一
山体因特大暴雨，引发山体滑坡。滑
坡后堵塞了河流，在 10 分钟内，山洪
最高水位涨到 10 米，山早村约 120 人
被洪水围困。因溪水上涨太快，部分

村民来不及撤离到安全位置，堰塞湖
又突发决堤，造成人员伤亡和失联。
截至 10 日晚 22 时，已发现遇难者 22
人，10 人仍失联。

同样，在临安西部山区，遭遇了历
史上最大的短时局地暴雨，造成龙岗、
岛石两镇多个村突发山洪和泥石流，
贯穿两镇的 330 国道多处被雨水冲跨
并引发多发性山体滑坡，道路多处中

断无法通行，多条村道受损，多处桥梁
冲毁，房屋倒塌受损，岛石镇全部 16
个村、龙岗镇 16 个村电力和移动通讯
中断。截至记者发稿前，已导致 3 人死
亡 4 人失联。

据了解，连日来，受“利奇马”影响，
浙江多地遭遇强降雨，出现洪涝灾害，
台州临海多处被淹，民众受困，各方力
量紧急出动转移受困民众。

“利奇马”已致浙江32人死亡16人失联

□□ 本报记者 蒋文龙 朱海洋

“位于紫阳街旁的博爱养老院内，有50
多位老人，马上要被水淹了，但该房子全
部是平房，拨打110、119都是忙音等待中，
情况万分危急！！！请大家帮忙转发！！！”

“国贸南苑！灵江路胡山寺庙旁边，
有个女士被水里玻璃片划伤，大出血，有
轻微昏迷，等待船只救援。”

“望江门观澜路 1052 号小辉烟酒店
被困4人，两大两小，对方手机已经没电，
这是发出的最后朋友圈。”

“古城小学后面，羊巷38号台州印刷
厂路口进去，三楼东灿宿舍一群居民被困
10多个小时，现在水已漫到2楼，救援电话
一直打不通，手机即将断电，等待救援。”

……
237人的“临海外宣群”里，短短几个

小时，信息已有几百条。媒体记者们一
边采访，一边成为网络上的“救援者”，将
救援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出去。在微信朋
友圈，这些消息揪住了无数人的心，大家
着急转发着，实时关注着，还有许多人默
默祈福。

受今年第 9 号超强台风“利奇马”的
强降雨影响，浙江省临海市灵江流域发

生流域性洪水，始丰溪沙段站、灵江西门
站均超历史最高洪水位。至 8 日下午 3
时，因灵江水流湍急，洪水冲进台州府城
墙内，导致老城区积水 1.5 米左右，城外
平均水位约4米，千年古城随之“告急”。

由于临海古城低洼地内涝严重，对
外交通基本无法通行，而主城区人口密
集，需要转移的群众数量很多。傍晚时
分，临海公安发布消息，称要紧急征用冲
锋舟，用于转移受困人群。消息一出，立
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天灾无情人有情，夜幕降临后，直至
凌晨时分，全省各地的救援力量一直涌
向临海，带来了希望和力量。省消防总
队抽取71艘冲锋舟、200人前往临海实施
增援；省军区调取金华附近 150 名官兵，
带着 60 艘冲锋舟前往增援，同时还从义
乌民间救援队调取50名专业救援人士前
往临海。

随着一条驰援信息发来，与临海相
隔百余公里的余姚市，立马在当地民兵
队伍中发出集结命令。晚上9点，30人的
抢险救援队携带10艘冲锋舟和其他相关
救援装备出发。与此同时，宁海、宁波消
防救援支队也开始集结救援队。

10日22时，“利奇马”正式离开浙江，

但并不等于风险出省。受连续降雨影
响，浙江全省水库河网水位迅速上升。
当晚，浙江省召开水库河网调度和城市
内涝处置紧急会议，远程连线 11 市和临
海、温岭等受灾严重地区，并重点就水库
河网的水利调度、城市内涝的防洪排洪
等工作集思广益，拿出针对性部署。

此时，越来越多的救援队伍涌向临
海，其中包括很多民间队伍。来自德清
县的民间救援队“蛟龙应急队”10 名队
员，大多都是临时跟家人沟通，但都得
到了家人支持，一个都没落下，他们还
联合了上海的专业团队，决定在临海汇
合；一直驻守杭州地区的华东公羊队二
支队接有关部门的指示后，携带大量
动力冲锋舟船设备，连夜派遣救援队
伍转场，半夜一到灾区，便立即投入救
援任务。

据不完全统计，在凌晨时分，永康千
喜救援队、浦江登协应急救援队、东阳红
十字救援队、雄鹰救援队、博德救援队、
苍南县海豹应急救援队等数十支队伍赶
赴临海，并且全都在第一时间，对外公布
了救援电话。千年古城临海有难，八方
支援，一夜未眠。

11 日凌晨四点，临海古城范围内的

水位，较最高水位时已下降 30 厘米至 50
厘米。清晨时分，老城区紫阳街附近地
势较高的地方，洪水已经完全退去。在
临海银泰城的广场上，“新荣记”餐饮店
和当地市民自发制作早餐，发放给当地
受灾市民以及救援官兵，令人暖心。

目前，好消息也一个个传来：高铁动
车组逐渐恢复运行，沿海高速已经全线
开通，长潭水库的水位正缓慢下降……
而救援还在继续。

8月11日下午，记者从临海市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此前，西门洪峰最高
水位 10.98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临海遭
受的最大洪水，达50年一遇。目前，大田
平原水位 5.6米，西门水位 5.1米，西门已
无进水，城区积涝明显下降，但涝水完全
消退仍需要一段时间，预计明天下午城
区内涝基本解除。

据了解，截至记者发稿前，临海直接
经济损失约 20.7 亿元，受灾人口 57.9 万
人；倒塌房屋 183 间、损房 165 间；463 个
村 17.7 万户断电。当前，临海正全面彻
底清理受灾区域的垃圾、污泥和死亡畜
禽，确保积水退、环境净，除古城、大洋因
积水从下午开始进点，其他镇街均于上
午启动消杀工作。

临海一夜：古城有难，八方支援

（上接第一版）
正如定西的实践一样，得益于全膜双

垄沟播技术的推广应用，甘肃从根本上解
决了中东部干旱地区的温饱问题，并且极
大地发掘了旱作农业区粮食生产的潜力。

创新思路谋跨越，特色产业
遍地开花结果

在彻底解决吃饭问题后，农民群众对
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让农民既能

“吃得饱”又能“有钱花”，成为摆在甘肃省
委、省政府面前的新课题。怎么办？甘肃
的选择是，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运用
创新思维全力探索具有甘肃特色的现代
农业发展路子。

甘肃，虽然干旱缺水，但地理地貌多
样、气候类型丰富，发展特色农业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立足省情，甘肃省委、省
政府决心转变观念，从单纯追求粮食产量
向特色化、差异竞争、错位发展转变，发挥
比较优势，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从战略性
主导产业、区域性优势产业和地方性特色
产品三个层面走农业产业化发展之路。

思路一新天地宽。彼时，乘着国家西
部大开发的东风，甘肃着眼破解农村经济
发展的难题，从制约全省农民收入持续增
长的瓶颈入手，启动了包括特色优势产业
提升、草食畜牧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推
进等行动在内的促农增收“六大行动”。
甘肃还启动了包括推广 1000 万亩全膜双
垄沟播技术、1000 万亩马铃薯脱毒种薯、
实施 1000 万亩高效农田节水技术和 1000
万亩优质林果工程在内的“四个1000万亩
工程”，全力推进粮食生产和农业结构调
整，加快推进全省农业全面快速发展。

静宁县治平镇雷沟村曾是陇东大山
里的一个贫困村。“以前，我们村的种植结
构单一，以传统作物为主。改革开放后，
在政府的引导下，我们村率先发展苹果种
植，村里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雷沟村村
委会主任雷托胜说，近年来，在政府的大
力扶持下，村里的农户全部都栽植了果
树，群众的“钱袋子”也随之鼓了起来，村
里家家户户都有私家车。

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如今，静
宁已是甘肃的苹果生产大县，其苹果产业
形成了基地规模化、生产标准化、产品品
牌化、营销市场化、服务社会化的发展格
局，是全县实施脱贫攻坚、发展县域经济
的支柱产业。

调整优化结构，由单一以种植业为主
的传统农业向特色主导产业全面发展的
现代农业转变，雷沟村的发展轨迹只是甘
肃许许多多山村依靠发展特色产业改变
自身面貌的一个剪影。多年来，甘肃紧紧
围绕农业特色资源禀赋，突出特色农业发
展导向，做大做强“独一份”“特别特”“好
中优”“错峰头”特色优势农产品，初步形

成了“牛、羊、果、菜、薯、药”六大特色优势
产业，在全国农业格局中占据了重要和独
特的位置，为全省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
力支撑。

打造丝路寒旱农业，“甘味”
农产品抱团闯世界

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甘肃视察
和看望各族群众，提出了“八个着力”的重
要指示，在农业农村工作方面，明确要求甘
肃要“着力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产品供给
保障能力”“着力推进扶贫开发，尽快改变
贫困地区面貌”“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这为甘肃农业农村工
作提质增效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李旺泽说，近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
精神，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坚持走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坚持绿色兴
农、科技兴农、质量兴农，深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使全省“三农”工作进入了全新的
发展阶段。

七十载筚路蓝缕，七十载兴农富民。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甘肃积极谋划全省
农业农村经济的新蓝图——

身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甘肃把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为近3年来乡村振
兴的核心任务。为此，甘肃拉开架势构建
产业扶贫体系，全省上下大力发扬“敢死
拼命”精神，在产业扶贫上铆足了劲……

今年年初，甘肃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
上提出，甘肃将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
遇，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充分集成现代技
术，充分挖掘资源潜力，努力走出一条具
有“现代”方向引领、“丝路”时空定位、“寒
旱”内在特质的新时代农业发展路子。

在此之前，甘肃起步打造戈壁生态农
业，提出到 2022 年初步建成基础设施完
备、设施装备先进、科技支撑水平高、综合
生产能力强、生态环境友好、产品特色鲜
明的河西戈壁生态农业产业带，使之成为
河西地区农业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农业转
型升级新的支撑点。

同时，甘肃就如何更好地对全省区域
农产品展开品牌形象宣传进行了深入系
统的研究，明确了打造“甘味”农产品品牌
的思路，推动甘肃特色优质农产品抱团闯
世界，力求以大品牌带动大销售、占领大
市场。甘肃及时组建了全省特色农产品
产销协会，致力于搭建甘肃特色农产品
直销国内外等大市场的平台和市场体
系，努力让“甘味”特色知名农产品“香飘
世界”，更好助力推动贫困地区特色产业
发展，帮助农民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稳
定增收，确保到 2020 年与全国一道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甘肃：在干旱大地上书写农业传奇

□□ 本报记者 邓俐 实习生 李清婷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重庆渝北古路镇乌牛村 800亩仙桃李基地里，
硕大的果实压弯了枝头，山地单轨运输车穿梭其间，果园旁的院坝里，十
几个工作人员正忙着对仙桃李进行分拣、打包装箱……丰收的喜悦挂在
他们的脸上。

地处渝北区北部的乌牛村，距江北机场仅 19 公里，交通较为便利。
然而，随着近年来进城务工村民增多，乌牛村成了典型的“空心村”，5000
多亩土地中，六成沦为闲置地。

2014年，为了将村中的闲置地利用起来，乌牛村党支部书记阙兴国号
召村干部带头出资成立乌牛农业股份合作社，带领村民将3000多亩闲置
地入股合作社，并开垦了其中的500亩土地，种上了仙桃李。

2018年，合作社的500亩仙桃李产量达到了30多万斤，收入估计可达
600万元。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因为气温迅速攀升、采摘人员短缺、
冷库建设容量不够、销售渠道不畅等因素，30万斤仙桃李只卖出12万斤，
其余的20多万斤仙桃李都烂在枝头。

眼看乌牛村的仙桃李产业摇摇欲坠，老百姓也快要放弃，乌牛村干部
再也坐不住了。“产业要发展，不能仅靠村干部低头蛮干，自己单打独斗，
闯不出一番天地。”阙兴国说。

一场灾难，让阙兴国想起了 2018 年 4 月参加的一场“在希望的田野
上”乡村振兴报告团宣讲会。该宣讲会由重庆市委宣传部牵头，市委组织
部、市教委、市农委等部门共同主办，通过巡回宣讲的形式，激励更多人才
留在农村、回到农村、去到农村创业。

阙兴国经过多方打听，终于联系上了报告团里的杨大可，并向他们抛
去了“橄榄枝”。2018年11月，6位乡村振兴报告团的成员来到乌牛村，经
过多方考察，成立了重庆聚牛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乡村振兴报告团转身
成了乡村振兴实践团，6位成员当起了脱贫攻坚的实干家。乌牛村从此开
启了“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也掀开了发展新篇章。

开垦、育苗、改坡修渠……聚牛兴来到乌牛村后，便风风火火地干了
起来，仅一个月时间，就按照规划开垦出 700 亩地，种上了 6 万多株果树
苗。同时，聚牛兴对原来乌牛村集体管理的 800 亩仙桃李进行修枝、整
形、刷白、施肥；装太阳能杀虫灯、铺防草地布、引进水肥药一体化设备。

聚牛兴还把村民过去修剪下当柴烧的枝条做成菌包，用于培植木耳
和食用菌，使用后的菌包料又重新回到果园做肥料。以往，李园疏果、落
果直接烂在土里，聚牛兴介入后，将60%的果子疏下来，做成酸梅。

仅半年时间，乌牛村的新型发展模式就成效明显。“聚牛兴拥有自己
的电商平台，今年的果子通过电商平台和网上订单销售超过60%，顺丰快
递直接在基地打包装箱邮寄到目的地，果子不愁卖。”阙兴国说。

今年，基地育苗与果园的收益预计达500万元。阙兴国告诉记者，企
业与村合作社按照六四比例分成，而村合作社的这部分钱以 1∶4∶5的比
例分给村集体、投资人与农民，同时，入股的每亩地能分1000元左右。

渝北区政府为村集体提供设施设备、惠农政策的保障，聚牛兴带来技
术、资金、理念、渠道，经过大半年时间，乌牛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初步开花
结果。渝北区集体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正进说，今年乌牛村集体
经济预计收入20万元，实现了该村集体经济收入零的突破。

不到一年时间，聚牛兴的到来，让仙桃李产业一片欣欣向荣，乌牛村
完美蜕变。阙兴国告诉记者，目前乌牛村正在着力打造七彩农业园、休闲
观光园、特色民宿集群、文化交流中心、乡村振兴培训班等五大产业板块，
届时的乌牛村将成为一个农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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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吕兵兵 蒋欣然）受台
风“利奇马”影响，截至8月11日16时，山
东各地普降暴雨，境内各级气象部门已
拉响暴雨红色预警 55 个，最大降水点昌
乐县 33 个小时累积降雨量已超 590.5 毫
米；共有潍坊、临沂、日照等12个市紧急转
移安置群众超11万人，全省农作物受灾面
积46.3千公顷，倒塌房屋106间，直接经济
损失5.47亿元，其中农业经济损失4.04亿

元。依据《山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
案》规定，山东省应急管理厅于 8月 11日
17时启动省 III级救灾应急响应。

在受灾情况严重的潍坊市，8月10日
6 时至 8 月 11 日 13 时，全市平均降雨量
217.5 毫米，折合降水量 33.49 亿立方米，
分别比去年“温比亚”全市平均降雨量、
折合降水量多 42.8毫米和 5.78亿立方米
是1952年有水文记录以来场次降雨最大

值。在去年因台风降雨造成严重洪灾的
寿光市，由于当地及上游县市普降特大
暴雨，据初步统计，寿光低洼易涝区已有
约1.8万个大棚进水，农田受灾面积13万
亩，沿河部分村庄9.3万群众撤离。

为有效应对“利奇马”，山东各级各
部门干部、武警官兵等已深入抗灾一线，
救灾秩序井然。山东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沿海市渔业主管部门根据“宁可十防

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的要求，严格落实
防灾措施，强化指导服务，尽最大努力减
轻农业灾害损失。省农业农村厅成立 8
个由厅领导任组长，有关处室和专家组
成的巡回督查组，赴各地帮助开展农业
抗灾救灾及灾后恢复生产工作；渔业与
渔政管理处整合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等
单位的力量，成立 7 个专项督查组，赴各
地督查渔船渔港安全工作。

迎战“利奇马”，山东拉响55个暴雨红色预警

①8月11日，救援人员在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一积水路段救助被困车内的九旬老人。
陈鹏宇 摄 新华社发

②8月10日，在上海金山区一处临时安置点，转移撤离的居民在一所培训学校的教室里
休息。 王翔 摄 新华社发
③8月9日，受超强台风“利奇马”影响，上海虹桥、浦东两大国际机场出发的多批次航班
取消。图为旅客在上海虹桥机场查看航班信息。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②

③

①

新华社杭州8月11日电（记者 黄
筱）台风洪水灾后大量积水、垃圾可能成
为疾病蔓延的温床，为蚊、蝇、蟑、鼠等的
繁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稍不留神这些

“四害”便会猖狂。杭州市疾控中心专家
提醒受灾群众需及时清理环境和消毒，
预防疾病。

据了解，环境治理是水灾过后最有效
的“四害”防制措施之一，排干内涝积水，
倾倒容器积水并倒置容器，清除周边淤
泥、垃圾杂物以及动物尸体等，室内打开
门窗，通风换气，彻底清洗污水浸泡过的
地面、墙面以及家具用品表面，必要时部
分环境表面和物品进行消毒，做好日常卫

生管理，生活垃圾集中堆放并及时清运。
疾控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发生水灾

后环境清理比消毒更重要，不需要对外
环境进行大面积消毒，更不应到处乱撒
漂白粉之类的消毒产品，需要消毒的地方
集中在受淹医疗机构周围环境、受灾群众
临时安置点、公共厕所或露天粪坑、垃圾

集中点、家禽家畜饲养场所、饮用水源周
边环境等场所以及漂浮的动物尸体。

对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四害”
采取蚊香、电蚊拍、粘蟑纸、杀虫气雾罐
等杀灭措施。如难以奏效可委托有害生
物防制服务企业开展专业的消杀，快速
降低“四害”数量。

台风洪水灾后谨防“四害”猖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