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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暹芭”来袭，多地多部门迎“风”而动——

全力以赴，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线
本报记者 刘乐艺

防范应对有速度

防范工作，刻不容缓。
6月30日，“暹芭”南海现身当日，中国

气象局启动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次日11时，
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

7月1日，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组织防
汛防台风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
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联合会商研
判，视频连线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研究
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7月1日，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7月2日15时，它来了！“暹芭”于广东

茂名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
级。受第 4 号台风“艾利”影响，“暹芭”
的降雨强度存在不确定性，防汛防台风形势
严峻。

2 日当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继续
组织防台风专题视频会商调度，将防汛防台
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会商强调，要密切
监视台风发展变化，对移动路径、风力大
小、登陆地点、影响范围、风暴增水以及降
雨强度、江河水情等，进行滚动预测预报。
要立足于防强风、防巨浪、防暴雨，切实强
化地方防汛防台风主体责任，各级责任人要
深入防御一线、靠前指挥应对。

水利部维持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向
有关地区发出通知部署强降雨防御工作，3
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广西、海南，加派 1
个工作组赴湖南，协助指导地方开展台风强
降雨防御工作。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会商研判“暹
芭”动向及流域雨水情发展态势，指导湖
南、湖北、贵州等省做好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地方在行动。为应对“暹芭”可能带来
的不利影响，多地政府加速应对、强化联
动，全力以赴做好防台防汛工作。

“暹芭”从南海一路北上，最先影响海南。
6月30日，海南省召开防御“暹芭”视

频部署会议，要求强化风险隐患再排查，突
出重点开展海上防风和强降雨隐患排查整改。

7月1日，海南省三防办组织省气象、资
规、农业农村等监测预报部门召开会商会
议，分析“暹芭”的发展态势，研判其带来
的灾害风险，提出防御建议；同日，海南海
事局根据台风路径预报和未来发展变化情况
综合研判，按照预案要求督促辖区2000余艘
在港船舶落实各项防台措施。

在广东，省三防办、省应急管理厅牵头
抓总，派出两个联合工作组，分赴江门、阳
江、湛江等地检查指导防御工作。省海洋综
合执法总队组织全省海上免休作业渔船2730
艘全部回港避风，7062名渔排养殖人员上岸
避险。省水利厅安排省级水利应急救灾资金
3500万元支持受灾地区用于水毁水利工程设
施修复工作。

7月2日上午9时，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
局将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自治区气象台更
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当日
下午，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台风防御
工作视频会商调度会，要求各级各部门高度
警惕，迅速进入台风防御应急状态；密切关
注，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突出重
点，严格落实避风管理措施；周密部署，全
力做好强降雨及次生灾害防御工作；紧密配
合，提前做好抢险救灾各项应急准备。

鉴于“暹芭”强度在广西东北部进一步
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
7月4日8时对其停止编号。受其残余环流影
响，未来几日，中国自南向北有一次强降雨
过程，主要影响广东、广西、湖南、湖北、
河南、山东、辽宁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和
强对流天气。

记者了解到，截至7月4日，国家防办派
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广西、辽宁协
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珠江委派出的2个
工作组仍在广西、广东防汛一线协助指导地
方开展防御工作。

科学预警有精度

风未至，人已知。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暹芭”形成

初期，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台风整体结
构呈不对称型，路径复杂多变，这引起预报
员高度警惕。中央气象台加密连线广东、海
南、广西等地气象部门进行专题会商。

密织的气象监测网络，将“暹芭”的强
度变化与行进轨迹“尽收眼底”。

据介绍，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立足“风云地球”业务平台，推出多类定量
产品，将台风高低层风场融合分析等产品业
务化。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研发的风流
场等三维产品，能够立体刻画台风核心区域
的发展情况，对“暹芭”临近登陆时大风区
的演变情况有较为直观的展示。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气象中心台风与海
洋气象预报中心还多次举行集体“会诊”，应
用风云卫星、雷达、实况产品等多种监测成
果，并加强值班部署。面对“暹芭”临近登
陆前路径及强度预报中的不确定性，预报员
还运用AI快速增强算法、智能网格预报等计
算手段进行判断。

截至 7 月 3 日，中央气象台共发布 10 期
台风预警和超100 期台风快讯，为受影响地
区的防灾避险提供了科学指南与有力保障。

台风来袭，在暴雨、大风、冰雹等恶
劣天气出现频率和强度越来越高的情况
下，做好科普宣传，是防灾减灾的重要一
环。此次应对台风过程中，各地气象部门
借助新媒体平台，多样的气象科普在各地
火热“上线”。

7 月 1 日，“广东气象”抖音账号发布
“台风‘暹芭’明天 （7月2日） 正面袭击粤
西，广东将迎来狂风暴雨”的短视频，12小
时获赞突破2万，引发网友关注；深圳市国
家气候观象台通过“深圳天气”抖音号发布
气象预测，分析“暹芭”行进路线，并对市
民感兴趣的台风知识进行科普；江门广播电
视台直击川岛镇山咀港码头现场，安排记者
为江门市民展示最新降水情况，并做安全知
识宣传。

风快，人要更快。

气象预警之外，多地充分利用科技手
段，全力以赴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
次生灾害，将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
之前。

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早于 7 月 2 日 16
时，便已启动防风防汛Ⅱ级响应，以“人
防+技防”方式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全
力应对台风“暹芭”。

台风来临前夕，在南方电网广西北海供
电局500 千伏福成变电站，变电站巡视机器
人可沿着巡视小道行驶，测温、拍照，上传
数据，逐一对变电站内的设备巡视，使台风
天的特巡更具效率。在北海涠洲岛，该局在
岛上提前部署了卫星便携站，确保在台风期
间通讯全部中断的极端情况下，能及时将电
网受损情况、抢修实时进度传送至应急指挥
中心，并将应急指挥中心的抗台抢修等应急

部署准确回传。
与此同时，为更精准有效应对“暹芭”，

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借助科技创新手段开
展设备特巡特维工作，运用直升机+激光雷
达+光电吊舱、无人机+轻型激光雷达、固定
翼无人机+多拼相机等多种方式，开展精细
化巡视、通道巡视和应急勘灾，大大提高台
风隐患处置和抗灾抢修效率。

截至3日17时，受台风“暹芭”影响的
用户中逾109 万户恢复供电，恢复率接近八
成，南方电网西电东送主通道、两条海南联
网线路保持安全稳定运行。

救援守护有温度

天灾无情，人间有爱。
暴雨里、洪流中，党员干部日夜坚守、

奋战一线，消防救援队伍闻令而动、救援
守护。

“你好，我家有两位 60 多岁的老人困在
山里，至今未归……”7 月 3 日 20 时 14 分
许，广东省惠州市惠阳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
心接到群众报警，称其家中老人在银屏山上
迷路了。此时天色已暗，天降暴雨，情况紧
急，家人焦虑万分。

接警后，大队指挥中心立即调派人手赶
赴现场救援。通过走访排查、地形分析研
判，救援组迅速确定救援方案，一行十余人
连夜冒雨上山展开排查搜救。然而，狂风暴
雨加上密密麻麻的树丛灌木影响着本就不清
晰的视线，为救援增加了困难。大家打着强
光手电开路，弯着腰弓着背，小心翼翼地前
行，有的路段甚至要跨越沟渠，他们争分夺
秒一刻都不敢耽搁。

救援队搜寻了整整2个多小时后，23时
05 分，终于找到了被困在山腰上的两名老
人。找到时，两名老人面色苍白，全身湿
透，坐在地上瑟瑟发抖。

“多亏了救援队员，没有你们我可怎么办
呀……”被困老人安全获救。经救援人员初
步检查，两名老人身体并无大碍，但由于在
台风雨天里呆了 4 个小时，身体有些虚弱。
救援人员立即给被困老人补充热水及食物，
让其慢慢恢复。之后，救援人员护送被困者
下山。

“暹芭”带来的狂风暴雨，给道路环境造
成了不小影响。

绿化带树木被拦腰吹断，残枝碎叶横
亘马路堵塞了交通，倾盆而下的暴雨导致路
面积水严重。为尽快恢复道路畅通，交警部
门加大路面巡防，排除险情，疏导维护交
通秩序。

高速公路方面，海南环岛高速公路临
高、儋州、乐东等路段出现较多路树倒伏，
影响交通通行。海南省公路管理局高速公路
养护管理中心迅速组织应急人员全力清理，
确保管养高速公路安全畅通。

受“暹芭”影响，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
王下乡遭遇大暴雨，农村公路相继出现30余
处塌方，王下乡各村庄通往外界的道路受
阻，交通一度中断。经过交通运输部门抢险
队伍8个小时不懈奋战，七叉镇宝山村至王
下乡政府26公里公路目前已恢复通车。

在防汛救灾大考中，多地始终把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妥善安置
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财
产损失。

“水退去后，我们农技人员就没有休息
过，每天下到各乡镇指导群众灾后复产。”

“暹芭”过境后，广东各地迅速开展农业抢收
复产工作，韶关始兴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农技人员全部下沉到田间地
头，指导农户抢抓时机重新补种玉米、大
豆、水稻等农作物，为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
产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由于抢收的稻谷，大部分为湿稻谷，水
分太多，需要及时干燥，在“台风走、雨不
停”的情况下，烘干设备发挥了突出作用。

“我们是以服务群众为主，尽可能地挽
回群众的损失。”广东省茂名市禄康家庭农
场相关负责人何永英介绍，农场配备的一台
烘干机容量为 10 吨，烘干一批需要一天一
夜。为了帮助更多农户挽回损失，何永英将
烘干机温度调高，设定每5小时一批快速烘
干。“虽然没完全干，但也能存放一两个月
不发热了。”

“考虑到运输、装卸等成本，建议大农户
就近联系拥有烘干机的农企或合作社进行烘
干，小农户一两亩晾在家中用风扇吹即可。”
茂名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科科长钟
秀威表示。

6月30日上午，台风“暹芭”（名字来源于泰国，意为热带花）出现在中国南海中东部海面上空。这是今
年第3号台风，也是今年登陆中国的第一个台风。

“一般，我们将生成于南海地区的本土台风称为‘土台风’。”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首席钱
奇峰表示，“暹芭”便是一个典型的“土台风”，结构不对称、移动缓慢、影响时间长。

在季风雨带加持下，“暹芭”对华南江南华北多地产生强降雨影响，部分地区降水创下历史极值，诱发多
个龙卷风。

迎“风”而动。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广东海南多地停
课、停航、停运……多地多部门，第一时间部署防范应对。

◀6 月 21 日，上海市黄
浦江上游堤防巡察员们加强
巡察力度，维护堤防安全。
图为堤防巡察员们正在测量
堤岸下沉和偏移情况。

蔡 斌摄（人民图片）

▲7月4日，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寿雁镇
水源头村，救援人员在救援抛锚车辆。

蒋克青摄（人民图片）

▲7月4日，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寿雁镇
水源头村，救援人员在救援抛锚车辆。

蒋克青摄（人民图片）

▶6 月 28 日，江苏省
淮安市珠海路，市政工作
人员正在布控抽水设施、
设置 “温馨提示牌”。

王 昊摄
（人民图片）

▼6 月 21 日，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
江县，工作人员在县应急
管理局物资仓库内搬运防
汛应急物资。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