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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超强台风抗击超强台风 恢复重建家园恢复重建家园

本报南宁 7 月 21 日电 记者
童政 周骁骏报道：超强台风“威
马逊”肆虐我国南部地区，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广西各级
部门全力投入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7 月 18 日至 20 日，南宁铁路
局 累 计 出 动 5500 多 人 次 参 与 抢
险 ， 共 清 理 危 树 、 倒 树 4200 余
棵，修复破损铁路隔离栏 18.7 公
里。经过铁路部门昼夜抢修，7 月
21 日，受影响最为严重的沿海高
铁已经全面恢复正常运营。

记者今日 18 时从广西电网公
司应急指挥中心了解到，受“威马
逊 ” 冲 击 ， 广 西 电 网 损 失 负 荷
141.4 万 kW，已恢复 173.1 万户，
9 成用户恢复供电。目前，台风已
过去，广西电网公司受灾区域抢修
工 作 全 面 展 开 。 钦 州 供 电 局
220kV 久 榄 Ⅰ 线 恢 复 正 常 运 行 ，
标志着广西电网公司所有故障停运
220kV 线路已全部恢复运行。至
21 日 18 时，广西电网公司投入抢
修人员 27643 人，出动车辆 3984

台。目前，广西电网复电抢修工作
仍在紧张进行中，力争 22 日全面
恢复用户供电。

受台风影响断水的北海市两个
重要的水厂龙潭水厂和禾塘水厂供
电专线也于 19 日下午 18 时恢复使
用。据了解，龙潭水厂供北海市区
60%的居民用水，禾塘水厂供水量
占 市 区 居 民 用 水 需 求 总 量 的
40%，目前经过北海供电局和水厂
联合抢修作业，水厂供电线路抢修
全部结束，北海市供水量恢复到了
90%。

台风给钦州、防城港的一些
海洋养殖户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目前，受灾地区正在进行灾情评
估，发放救灾物资，安抚受灾群
众 情 绪 ， 组 织 广 大 养 殖 户 开 展
自救。

本报海口 7 月 21 日电 记者何伟报道：超强台风
“威马逊”18日登陆海南，给当地造成巨大损失。

灾后，海南迎来 35℃左右的高温天气，生活用水成
为海口市民最为迫切的需求。在海府路家乐福超市，昨天
被抢购一空的饮料、瓶装水货架上摆满了新货，“这是超
市紧急调来的货，可能由于大部分地区已恢复正常供水，
今天早上的销售量只是略高于平时。”售货员告诉记者。

据海口市水务局消息，截至7月21日15时，海口市米
铺等4个供水厂已恢复生产能力，但尚未恢复供电的住宅
小区，特别是高层住户，供水可能依然受到影响。记者走访
多个社区发现，大部分社区都能正常供水，海甸岛部分社
区由于停电原因，供水受阻。在海甸岛甸花新村小区，住在
5楼的杨女士家已断水 3天，“不过小区物业有蓄水罐，在
那里可以接水，够洗澡做饭用了。”

相对于水来说，电对救灾、重建工作更为重要。“全省
大面积停电情况有所缓解，海口市主城区基本恢复供
电。”海南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刘强告诉记者。

“广告牌、倒断树木和漂浮物严重影响线路的立杆施
工，特别是一些漂浮物造成线路多次瞬间短路故障跳闸，
给线路安全运行和可靠供电带来威胁。由于道路交通受
阻，很多深山野外的输电设备损坏情况无法摸清，给快速
复电带来难度。”刘强说，海南电网已投入应急值班和故
障抢修 12730人次，出动抢修车辆 1150辆。

“省政府已向受灾市县紧急拨付 1 亿元救灾资金。
海口市财政紧急安排救灾资金 1 亿元，优先保障供水、供
电等最需要、最紧迫的救灾事项。”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
研究室主任张焕南告诉记者。

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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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晚，海南海口市供电局龙华供电所普
通工人庄华吉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此时，他已与
超强台风“威马逊”连续作战 3 天。妻子黄佩花记得
庄华吉那张虚得泛白的脸，让她吓了一跳。半个小
时后，52岁的庄华吉倒下了，再没醒来。

“老庄是个闲不住的人。”同事何昌师告诉记
者，7 月 17 日，台风来临的前一天，庄华吉在自
己的片区跑了一遍。傍晚回到家，心脏有些难
受。黄佩花看到着急地说，“老庄，这一身冷汗
哪来的？衣服湿透了你不知道？你得上医院检查
才行。”

“你看这天气，现在是一个岗位一个人盯，谁能
离得开？台风过了我一定去！”庄华吉回答说。

7月 19日一大早，庄华吉急忙出去抢修电路，一
忙就是一天，心脏的不舒服也被他渐渐忘却，直到倒
下那一刻。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庄华吉就进入海口市
供电局龙华供电所抄表班当上了抄表员。很多人认
为抄表员的工作每天很轻松，却不知道实际上这是
一件既辛苦又单调的工作。庄华吉辖区内有 154 个
变压单位，3000 多户电表。“一个人负责 3000 多户
不容易啊，一般人可干不了，我问他要不要分出一
些，他没同意。”何昌师说。

“多少年了，他把划分居民户数最多、任务最繁
重的片区都扛在自己肩上。”何昌师一边流泪一边
整理着庄华吉的遗物，这些遗物中，最重要的物品
是一大捆表箱钥匙，“他一直收得好好的，从来不
离身”。

在庄华吉的 7 月份抄表任务单上，尚未完成的
被他一一标注出来，而这份抄表任务单也永远定格
于此。

“天灾无情，人有情。供电局为我们拉来发电
机，给我们提供临时用电，真是太感谢了。”7 月 20
日晚 19 点多钟，广西北海市西南大道廉租房小区的
居民，使用发电机提供的应急电力做饭煮菜，基本的
生活用电得到满足。

记者在该小区看到，一台 300 千伏安的发电车
停在院子里，正为小区临时供电，家家户户亮堂堂的
窗口与外面漆黑的马路形成鲜明对比。

据了解，该廉租房小区由北海电网 110 千伏高
德变电站 917 高海 II 线供电，该线路在本次台风中
共有 9 根电杆断裂，受损严重，线路片区在短时间内
无法恢复正常供电。

为最大限度减少停电给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
北海供电局从晚上 18 点到 22 点时段，为小区临时
供电。北海供电局工作人员表示，临时供电按照居
民日常用电收费，不收取额外电费。

据悉，在抗击台风期间，北海供电局以“保安全、
保居民、保民生、保重要用户”为原则，一方面紧张有
序地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另一方面在故障难以短时
间内完全修复的情况下，给部分紧急用户如政府、水
厂、报社以及低保用户小区等，提供短暂电源支持，
满足居民基本生活用电需求。

北海供电局营销部主任李球发介绍：“从 7月 19
日至 21 日，我们局已先后为急需临时用电的用户提
供临时小型发电机 70 多台次，最大限度减少停电带
来的影响。”

海南：

解决大部分地区用水困难

本报广州 7 月 21 日电 记者庞彩霞报道：超强台风
“威马逊”来袭后，广东各地多部门迅速联动，帮助粤西地
区湛江、茂名、阳江 3 市开展救灾复产工作。截至 7 月 21
日下午 3 时，广东 90.5%受影响用户已恢复供电，受灾地
区基本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灾情发生后，广东省委、省政府迅速集聚力量展开救灾
工作，省财政20日紧急下拨灾害救助应急资金8000万元，
省水利厅、海洋与渔业局、民政厅等多个部门纷纷出动人力
提供物力协助救灾复产。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和移动、电信、
联通等通信企业为修通受影响基站和线路，出动抢险人员
5686人次、油机1473台次、发送预警短信3190万条。广东
电网累计投入抢修人员9357人、抢修车辆1722辆、应急发
电车30辆、应急发电机81台开展抢修复电工作。

在抗台风过程中，湛江通过坚持“‘人’是第一位、‘躲’
是硬道理、‘防’是真功夫”这一“防风指南”，创造了应对特
别严重的自然灾害保持人员零死亡与灾后一天内基本消
除市区灾痕、恢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的“两个奇迹”。

湛江徐闻县是“威马逊”二次登陆的中心，香蕉等农
作物受损极为严重。台风过后徐闻县农业局第一时间派
工作小组下乡指导，协助农民通过施肥等措施，防止受灾
农作物遭受病虫害，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该县农业局局长
杨仕煌表示，接下来还将成立由农业局专家、专业种植户
组成的农技专家组，继续开展更加具体的指导。此外，政
策性农业保险承保的主要单位——人保财险湛江分公司
也迅速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组成 48 个小组分赴徐闻县等
灾区一线。该公司表示将简化流程、缩短理赔时间，争取
在一个月内理赔完毕。

广东：

九成受影响用户恢复供电

一份未完成的抄表单
本报记者 何 伟

应急供电照亮廉租房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毛雨贤 朱 海

7月 21日，在广西防城港市受灾街道上，部队战士正在清理损毁树木。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7月 21日，在广西防城港市受灾街道上，部队战士正在清理损毁树木。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

汽车穿过荒凉的戈壁滩，一片绿色映
入眼帘，张掖到了。如今，张掖的制种业全
国闻名，大田玉米年用种量的 40％来自这
里，是全国最大的市级玉米制种基地。可
以说，中国有玉米的地方就有张掖的种子。

车行至张掖，公路两边的玉米地与记
者在别处看到的不同：每片田面积不大，
植株比普通玉米略矮，种得也比普通玉米
地紧密，这就是玉米制种田。在张掖，制
种玉米面积最多的时候有 100 万亩，品种
组合 400 多个，年产优质杂交玉米种子
4.5亿公斤，可以满足全国 2亿多亩大田玉
米的生产用种。

张掖曾经是全国的商品粮种植基地，
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玉米制种在这里
兴起。制种的难点在于隔离，要让不同种
田之间至少有 20 米的隔离区域，这在其
他地区很难做到，但在张掖，并不难。戈
壁地域辽阔，村子间相隔几公里，一村一
种，种子的质量因此可以保证。

张掖的另一景象是，随处可见一座座
现代化的玉米种子加工厂。每到收获季
节，玉米穗子进入加工厂流水线，出来的
便是一袋袋烘干的种子。在三北种子公
司，经理刘晓冬带领《经济日报》记者参观
了设备技术先进的生产线，这条生产线每
年可以完成 6500 吨玉米种生产，而这只

是这家公司规划四期项目的第一期。
仓库里，一袋袋已经制好的种子静静

地放着，刘晓冬说，今年销量不太好。有
这种感受的不仅仅是三北公司，奥瑞金公
司今年已经把制种面积从 7 万亩调减为 4
万亩。市场竞争激烈，产品同质化严重，
造成这个曾经快速发展的产业开始出现
瓶颈，这在张掖表现得更为突出。正因为
如此，今年张掖的制种玉米面积已经减少

了 30多万亩。
临泽县有国家级种子产业园，1998

年开始，这里吸引了一些国际知名的大种
子公司，现在已经有近 70 家种子公司与
农民签订合同，靠公司加农户的运作模
式，张掖种子走向全国。然而，该县下营
村农民葛春现在最担心的事是收获后拿
不到钱。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种子地里

“抽天花”。玉米雌雄同株，把玉米母本的

雄花穗抽掉，让雄本为母本授粉，这样才
能长成种子。这是个累活儿，因为授粉时
间集中，必须 3 天内干完。葛春已经种玉
米 20 多年，收入稳定，和他签约的公司每
年都先期支付 20%的款项，但今年没有
付。往年一亩地收入可以达到 2550 元左
右，而今年只有 2300 元。葛春知道，这是
因为市场不好。

当地政府考虑的则不仅仅是市场问
题。种子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制种基地建
设是保障良种供应的基础，临泽县委副书
记张国军希望有关部门能高度重视河西
走廊玉米制种基地建设，给产粮基地的倾
斜政策也能照顾到制种基地，以提升基地
综合生产能力。单一的生产结构在不断
变化的市场面前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转
型，是张掖种业面临的挑战，而这需要政
府、企业、农民多方探索和努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正是张掖转变
“一业独大”的新契机。今天的张掖正在
积极发展养殖业、蔬菜花卉等制种产业。
通过丝绸之路，西域传到中国十几个物
种：葡萄、苜蓿、核桃、胡萝卜、芝麻、黄瓜、
石榴⋯⋯种子的传播是丝路贸易的重要
部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引领下，
或许张掖种子及制种技术的西行也不再
遥远。

张 掖 制 种 喜 与 忧
本报记者 徐 涵 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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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 路 行·看 甘 肃

张掖市

临泽县下营

村村民葛春

正在玉米地

里“ 抽 天

花”。

本 报 记 者
徐 涵摄

上图 7月 18日，深圳边防官兵帮助海上作业船只回港避风。

龙宇翔摄 （新华社发）
右图 部队官兵帮助海口群众转移。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本报北京 7 月 21 日讯 记者王轶辰报道：国务院
沪昆高速湖南邵阳段“7·19”特别重大道路交通危化
品燃爆事故调查组 21 日上午正式成立并召开全体会
议。会议指出，该事故暴露出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没
有牢固树立安全“红线”意识，重生产轻安全；肇事的危
险化学品运输企业无视国家法律，非法改装车辆、非法
充装危险品、非法从事营运；客运企业未严格执行凌晨
2时至 5时停运的规定，地方政府未积极推行接驳运输
的组织方式；车辆超载问题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突出；
一些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执法不严，打非
治违和隐患排查治理不深入、不扎实、不彻底。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神，牢牢把握正确方
向，不跑偏、不走样，做到事故原因要水落石出、性质认
定要科学准确、责任追究要切肤之痛、吸取教训要刻骨
铭心、整改措施要举一反三。

会议要求，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危化品运输和长途
客运安全管理工作，深入开展危化品运输、长途客运安
全专项整治，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和打非治违，严防类似
事故再次发生。

7 月 19 日凌晨 3 时许，沪昆高速湖南省邵阳市境
内 1309公里处隆回往洞口方向，一辆违法装载疑似酒
精易燃品的厢式小货车与一辆大客车发生追尾后燃
烧。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 1 辆大客车、3 辆货车、1 辆
小客车燃烧，43 人死亡、6 人受伤。目前，公安机关依
法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了控制，其中 10 人被刑事拘留，
有关部门仍在对现场提取的相关物证进行鉴定分析。

国务院“7·19”特重大事故调查组成立
10 名有关责任人被刑拘，相关鉴定分析仍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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