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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全媒记者

龙易强 高潮

“送水车把水送到小区，让我们储蓄

基本生活用水方便了很多。”9月11日下

午，三亚环农集团应急抢险队的送水车

进入龙华区金龙路警苑小区后，住户纷

纷下楼排队接水，居民吴先生感慨道。

据悉，台风后，海口市水务集团派出

应急送水车辆向居民区送水，并调配消

防车辆约70辆，琼海、三亚支援送水车5
辆。9月 7日至今，已累计送水 363个小

区，送水量约5799吨。

消防车变身“送水车”

“消防队来送水了，大家做好准备、

排好队……”9月10日，海甸三东路上，送

水的消防车一到，海口市供销合作社联合

社海甸宿舍的居民纷纷赶来蓄水。“台风

后，我们都是去附近通水的地方接水，现

在政府送水上门，让我们方便了不少。”

居民黄女士在接水时告诉记者。

“来，把桶给我，咱们省着些用水

啊。”当天，在该宿舍旁，美兰区消防救援

大队长堤路消防救援站站长林福强一边

为市民接水，一边不忘叮嘱市民节约用

水，当天他已经给 3个小区送水“解渴”，

接下来还要赶着去下个小区。

随着一股股清水“哗哗”地流进水桶

中，一位位居民用水的燃眉之急得以缓

解。“台风过后，我们的送水工作转为常态

化开展，尽全力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海

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有关负责人介绍。

受超强台风“摩羯”影响，海口多个

地区生产生活用水告急。9月 7日以来，

海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持续调派消防员

及水罐消防车前往海口景山学校、双拥

小区、永和花园等多地送水，消防车变

身“送水车”，穿梭在城市间，着力缓解

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困难。据统计，9月 7
日至 9月 9日 24时，海口消防共出动水

罐消防车203辆次，向用水困难地区送水

197次。

兄弟市县来帮忙

9月10日上午9时，琼海市应急送水

车已灌满水，加满油，启程为海口无水小

区应急送水；9月 10日上午 11时 30分，

三亚环农集团应急送水车长途跋涉抵达

海口市水务集团开源公司，司机师傅们

顾不上休息，装满水后便马不停蹄地赶

往海南大学送水……

“有了大家的倾情相助，相信海口很

快就能克服困难，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秩序。”9月 11日，在金龙路的警苑小区，

前来接水的居民宋先生对三亚环农集团

应急抢险队真诚地表达了谢意。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9月 10日，三

亚、屯昌、琼海、定安、琼中 5市县派出应

急送水队伍赶赴海口，为海口市灾后应

急送水工作提供有力支持。“非常感谢兄

弟市县的帮助，特别是琼海、三亚支援海

口5辆送水车，有效缓解了海口部分无水

小区的用水问题。”海口市水务集团相关

负责人说。

据悉，截至9月11日17时，海口供水

量超过了日均供水量的 21.5%，达到 79
万吨/天，为全市供水恢复提供了有力保

障；在供水管道抢修方面，海口市水务集

团组建 20个小组，截至 9月 11日 15时，

已派出应急抢修队伍323队次，排查二次

供水设施、探测暗漏、抢修因台风受损的

设施及管网，目前已完成维修点237个。

本报9月11日讯（海口市融媒体中

心全媒记者邝晓霞 特约记者萧海山）一

两步轻松跃上卡车，省老干部服务管理中

心退休干部陈全兴神态轻松自如。“老陈，

挺厉害的嘛！”底下传来喝彩声，陈全兴笑

起来，但顾不上说话，就赶紧接过其他人

递来的树枝堆放整齐，动作干净利落。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9月 11
日上午，在金牛岭公园西门沿路，来自省

老干部服务管理中心的 100多名老干部

和龙华区海垦街道党员干部一同进行路

面清障工作，老干部们虽然不少已头发

花白，可干劲一点儿也不输年轻人。

“现在是灾后恢复时期，在这紧要关

头，年轻人们在奋战，我们也可以贡献一

份力量。”61岁的省农垦直属第一小学退

休教师李梅说，“看着这里树木倒伏、变

了样子，我们都希望能出一点力，让这里

恢复昔日整洁面貌。”

同为该校退休教师的蔡瑛也在旁边

专心地清理树枝并装袋，她说，家里人都

十分支持自己出来做志愿服务，“我愿意

为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做力所能及的事，

这很有意义。台风造成的影响虽严重，但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参与灾后恢复，

家园很快就能恢复原先的整洁美丽。”

本报9月11日讯（海口市融媒体

中心全媒记者周慧）“海口是我家，我

们也要来帮忙！”9月 11日下午，在琼

山区椰博路的灾后恢复志愿服务现

场，2名外国志愿者大卫和劳拉的身

影十分显眼，他们身穿志愿马甲，积

极地参与到路面清障的工作中。

“来，我们一起扫。”“我个子高，

让我来扛！”……来自英国的志愿者

大卫如今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

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杨龙贤”。

“我在海口生活了4年，早已将这

里当成了自己的家。看着自己的家

园被台风严重破坏，我感到很难过，

一定要为海口做些什么。”大卫说，台

风过后，他看到路边到处都是被吹倒

的树木，对出行安全和环境卫生都造

成了影响，便决定和邻居劳拉一起参

加灾后恢复志愿服务。11日，市外办

招募外国志愿者，他和劳拉便积极报

名参与到清障工作中。

当天下午，虽然天气不佳，但大

卫和劳拉参与灾后恢复志愿劳动的

脚步却未被阻挡。他们和环卫工

人、热心市民们相互配合，清理收集

地上的树叶树枝，又合力将整理装

袋的垃圾搬到清运车上。经过清扫

搬运，路边的树枝、垃圾逐渐变少，

他们的头发和衣服也被汗水和雨水

浸湿。

“海口因为台风受灾让我很痛

心，所以我们尽可能地参加灾后恢复

工作，希望尽快恢复这座城市原来的

美丽。”对于来自南非的志愿者劳拉

而言，她在海口生活了7年，亲身感受

了海口的发展变化，早已将这里当作

自己的“第二故乡”，也无比希望海口

可以早日恢复往日的活力。

本报9月11日讯（海口市融媒体

中心全媒记者王子豪摄影报道）“林

经理，秀英区西秀镇新和村通信基站

出现信号中断问题，请立刻前往排查

故障。”9月 10日中午 12时，刚在南海

大道附近完成抢修任务的海南移动

海口分公司救灾抢险队维护人员林

晓波收到通知，顾不上吃饭，便立即

招呼班组同事赶往下一处故障点。

清理倒伏树木、排查沿途线缆

……赶到基站后，不到半小时，林晓

波便在基站附近约一公里处发现光

缆断点，但此时天空突然下起瓢泼大

雨，抢险心切的他对现场进行评估

后，决定立即开展修复作业，在路边

遮阳伞的遮挡下使用光纤熔接机、光

缆接头盒等设备将中断的光缆接通。

“每修复一处基站，大家心里就

像有一块石头落了地。”在整理光缆

的间隙，林晓波告诉记者，从7日台风

过境后开始，他们就全员投入了这场

任务艰巨的信号“保卫战”。这几天

来，抢修队员以基站为家，也习惯了

在发电机的轰鸣声中席地入睡。

“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家里的三

个孩子，这几天多亏了家里长辈帮忙

照顾，让我能安心为海口灾后恢复贡

献力量。”林晓波说。

记者现场了解到，当天与林晓波

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位新面孔——驱

车 1900多公里驰援海口的安徽移动

党员突击队领队李金城，他是中国移

动集团公司从全国调配的应急抢修

队伍中的一员。在抢修现场，他一边

冒雨沿路排查光缆，一边耐心地安抚

路过询问抢修进度的市民。

“我们从今早6点开始已经修复了

5处光缆故障，但奈何台风威力实在太

大，许多架空光缆都被倒伏的电线杆

和树木压坏，这给抢险工作增添了不

少阻碍。”李金城说，他们第一批共8人
前一晚赶到海口，预计次日晚第二批

共12人也将携更多应急抢修物资设备

前来，并第一时间投入通信抢修工作。

下午2时许，雨势渐小，该处抢修

工作也进入了尾声。随着最后一条

光缆的成功接通，林晓波一行人收拾

好工具，又立即发动通信应急抢修

车，赶往数公里以外的另一个信号光

纤断点处。

海口开展应急送水工作保障居民基本生活

“远水”送上门 全力解“近渴”

9月11日，在金牛岭公园西门沿路，老干部们和街道党员干部一同进行路面清障。
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全媒记者 康登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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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通信维护人员在西秀镇新和村通信基站附近开展抢修工作。

□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全媒记者 曾昭娴

“你看，这是我们队员的合照。那天

晚上风可大了……”9月 11日晚，在海医

二附院住院楼的病床上，海口红十字会曙

光救援队队长范华泰自豪地向记者展示

手机中队伍抢险救灾的一幅幅画面。

时针回拨到9月5日下午，救援队接

到针对超强台风“摩羯”的防灾救灾备勤

工作指令后，范华泰便马上开始着手清点

各项抢险物资。“对讲机、冲锋舟、车辆、油

锯……”清点完毕后，范华泰和其队友马

上进入了紧张的防台风备勤状态。

9月 6日晚上 7时许，海口市区内狂

风怒号，曙光救援队接到求助：安置在蓝

城大道华侨中学礼堂内的75名群众遇险

需要继续转移。救援队赶到现场时，礼

堂屋顶已被台风掀开，风雨进入室内，礼

堂大门也被倒下的大树阻挡。范华泰第

一时间组织队员利用油锯打通进出礼堂

的通道，有序高效地将群众快速转移至

其他安置点。

惊心动魄的一个晚上过去，华侨中

学校园内大量树木倒伏，进出校园的道

路受阻。范华泰和队员们来不及休息，

便于 9 月 7 日一早开始了道路清障工

作。经过1个小时的奋战，校园进出通道

被顺利打通。

“离开华侨中学后，我们马上又投入

了市区道路的清障工作。倒伏的树木很

多，又粗又重，得好几个人合力才能搬

动。”范华泰回忆道，不断地割树、搬树，他

早已记不清自己清理了多少障碍物了。

然而，由于连续几天进行不分昼夜

的高强度抢险工作，9月 8日早晨，在准

备去往抢险的路上，范华泰感到心脏不

适，拨打 120后被接入医院，并在紧急手

术后住进了 ICU病房。“ICU病房里不能

带手机，联系不上外界，本来应该要住两

天，但我实在放心不下，就和医生沟通让

我在一天之后转入普通病房。”离开 ICU
病房后，范华泰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查看

微信群消息，看到队员们都在有序开展

工作，城市恢复也一天比一天更好，他心

里的大石头总算落地。

“现在也有很多市民群众自发地加

入队伍，一起为城市恢复加把力，我感到

很欣慰，也觉得自己的付出都值得。”目

前，范华泰的身体正在逐渐康复，“等我

可以出院了，再和大家一起共建美好新

家园。”病床上，范华泰笑得一脸灿烂，对

未来充满了美好期望。

海口曙光救援队队长范华泰连续奋战三天累倒在一线：

“看到城市有序恢复，我的付出都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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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志愿者参与椰城灾后恢复：

“这里也是我的家，我们
一定要为海口做些什么”

百余名老干部路面清障献余热：

“年轻人能，我们也能”

本报9月11日讯（海口市融媒体中

心全媒记者李欣）9月 10日下午，冒着细

雨，上百位志愿者来到琼山区上丹路清理

路障。

上丹路曾经是一条美丽的林荫路，

然而台风过后，路边粗壮的大树几乎全

部倒伏。当天，大家分工合作，有人持锯

切断树木，其余人则接力将木头搬运上

环卫运输车。记者在这里见到青年志愿

者吴淑旺时，他正怀抱着直径超过 10厘
米的树枝送往运输车，汗水和雨水打湿

了他的脸庞和衣服，挽起袖子的手臂上

沾满了泥土和残叶。

“台风过后看到城市满目疮痍，心里

很难受。”将树枝搬上车后，吴淑旺告诉

记者，台风后他主动寻找琼山区志愿者

招募信息，希望能为灾后恢复工作贡献

力量。从9月7日开始，他已经连续三天

奋战在灾后恢复工作一线。运送物资、

清理路障，只要有需求，他总是冲在最前

面。“我年轻，力气大，搬运的工作我能多

干就多干一点。”吴淑旺笑着说。

“他这几天都是24小时待命，还会带

着伙伴来参与志愿工作，真正体现了‘00

后’青年的担当。”琼山区团委书记徐静称

赞道。灾后恢复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工作

期间，吴淑旺和小伙伴们常常是在现场吃

盒饭，或者是用泡面、面包对付一口；担心

有临时任务，中午吴淑旺就在附近的机关

单位休息，直到深夜完成工作才回家。

“大家都在干，都在尽力让我们的家

园恢复原貌。”吴淑旺说，在这次志愿行

动中，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志愿团队协同

作战的强大战斗力，“在这里，我看到团

队中的大家各尽其能，每个人都愿意干，

都想多干，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城市一

定可以尽快恢复。”

清障队伍中的“00后”志愿者：

“我年轻，能多干就多干一点”

通信维护人员全力抢修故障：

“每修复一处，我们心里
就像有一块石头落了地”

本报9月11日讯（海口市融媒体

中心全媒记者陈丽园）“这倒伏的树

很大，必须得用油锯。”9日上午，在椰

海大道路面清障现场，志愿者符芳铭

边说边用力扯动油锯启动绳，一下、

两下、三下……伴随着轰鸣声响起，

清障工作准备就绪。

随着油锯“突突”震动，一棵棵倒

伏的大树被锯断。现场志愿者们默

契配合，符芳铭每锯断一截，就有志

愿者上前将树枝拖走。“真看不出来

是才学几天的，还以为是专业的工人

呢。”前来帮忙清理倒伏树木的市民

李升强竖起大拇指点赞道。

作为一名美发师，符芳铭平时也

十分积极地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经常

深入社区、养老院，为老人、行动不便

的市民义剪。在台风“摩羯”过后，他

主动参与到海口灾后道路清障工作中

来，从美发师变成了一名“油锯手”。

“用油锯锯树需要比较用力地控

制平衡，这比剪刀耗体力多了。”符芳

铭笑着告诉记者。连日忙碌在一线

清障的他已掌握了使用油锯的要领：

“锯的时候要蹲马步，这样会稳很多，

锯得也快。”在休息时，符芳铭还把使

用油锯的动作和诀窍传授给其他志

愿者。

油锯响起，木屑飞溅。当天下

午，随着一棵棵倒伏的树木被锯断后

清理走，符芳铭的脸上和手上已满是

木屑。“看着道路一点点畅通，我也很

有成就感，再累都值得。”他笑着说。

连日来，和符芳铭一样，不少市

民志愿者纷纷加入到灾后道路清障、

环境清扫的队伍中来。物业人员、外

卖员、未复课的学生……市民们来自

各行各业，有着不同的年纪，却用共

同的行动，为海口灾后恢复工作贡献

着自己的力量。

美发师手拿油锯为道路“美容”：

“看着道路一点点畅通，
我也很有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