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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电 （钟和）
台风“尼伯特”已导致福
建 70 余万人受灾。福建省
防汛办通报称，台风暴雨
洪水虽然已远去，但是闽
清、永泰等重灾区乡村交
通、通讯、电力等设施尚
未全面抢通，全省抢险救
灾工作仍在持续全力推进。

截至 12 日 17 时，福建
全省 9 个市 56 个县 （市、
区）、71.1 万人受灾，受淹
城市 6 个，倒塌房屋 1099
间，紧急转移 50.67 万人，
因 灾 死 亡 12 人 ， 失 踪 22
人；农作物受灾 47.22 千公
顷；机场关停5个、取消航
班约390架次，铁路中断两
条次，动车停运341列，对
台客运航线、沿海客渡船
全线停航；损坏堤防 49.78
千米、决口 0.3千米。全省
直 接 经 济 总 损 失 65.43 亿
元 ， 其 中 水 利 设 施 损 失
11.84亿元。

据介绍，全省各地正继续做好受
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集中优势力量
抢通重灾区的县、乡、村公路，确保
救灾物资、设备能及时运进受灾点，
伤员能及时运出。同时，抓紧抢修受
损供电、供水、通讯设施，尽快恢复
灾区的正常生活生产秩序。

7 月 11 日，福建省防指协调驻闽
部队增派约1812名官兵，携带31艘冲
锋舟、161 台车辆、6 台挖掘机等设
备，紧急增援受灾严重的闽清、永
泰、尤溪等县抢险救灾，全力搜寻、
解救被困人员，帮助灾区抢险救灾。

灾后满目疮痍

“尼伯特”强台风掠过八闽大地，造成
许多地方断水断电，粮食绝收，全省直接经
济总损失超过 65 亿元，其中水利设施损失
11.84亿元。

暴雨洪水虽然远去，但是台风带来的破
坏远未抹除。在此次台风灾害的重灾区——
福州市闽清县的坂东、塔庄、三溪等乡镇，
沿途随处可见大片农田被淹，道路损毁，路
旁整排电线杆倒塌。坂东镇街道满目疮痍，
路上到处是泥浆、垃圾；路两侧随处可见倒
塌的房屋、侧翻的汽车以及被连根拔起的树
木。镇上依然停水停电，通讯中断，无法与
外界顺畅联系。“洪水突袭，家里 3 层老宅
倒塌，财产损失几十万元。”塘坂村村民卢
坤流着眼泪说。

在离坂东镇不远的三溪乡，乡政府大楼
已经成了危楼，政府工作人员只能借宿在民
居里临时办公。连续奋战几天的乡党委书记
王尚说，目前，全乡还有6个高山上的行政
村道路和通讯不通，不少群众困在山上，车
根本过不去，救援面临诸多困难。

塔庄镇全镇转移人口 1000 多人，目前
也面临着通讯中断、食品紧缺等问题。“为

了和村干部保持联系，镇里的干部每隔一两
个小时就要派人骑摩托车到各村巡逻。” 镇
长刘峰松红肿着眼睛说。

救援争分夺秒

重灾区乡村交通、通讯、电力等设施尚
未全面抢通，伤员需要及时运出，灾区正常
生活生产秩序需要尽快恢复，各部门都在争
分夺秒推进抢险救灾工作。

“尼伯特”台风登陆前，武警福建省总队
紧急集结 5000 多名武警官兵，分别在 8 个方
向、15个县市担负抢险救灾备勤任务。7月11
日，福建省防汛指挥部协调驻闽部队，又增派
1812 名官兵，携带 31 艘冲锋舟、161 台车
辆、6台挖掘机等设备，紧急增援受灾严重
的闽清、永泰、尤溪等县抢险救灾，全力搜
寻、解救被困人员，帮助灾区抢险救灾。

福建各地民警也全力投入救援之中，其
中很多人家里也有不同程度受灾，他们却无
法顾及。有的民警持续发烧，仍然带病在一
线指挥；有的民警母亲失联，却仍然奔走在
抢险救灾路上；还有的民警亲人被困，还坚
守岗位守好职责……舍小家为大家，洪水无
情人有情。

闽清县白中镇整个镇 9日上午被洪水漫

灌，水、电、路、通讯全部中断，“整个镇
成为黑漆漆的一片孤岛！”白中镇镇长鄢利
标说。灾情发生后，当地 1500 多名干部群
众和部队官兵联手抢修奋战，目前白中镇交
通已恢复。

“尼伯特”台风也给泉州台商投资区带来
不小的破坏。“尼伯特”走后，台商投资区迅速
组织力量，指导当地群众开展灾后重建和生
产自救，各防汛指挥部成员单位，积极组织人
员抢修受损树木和水利、排水工程等设施，目
前，这里已基本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各方抓紧重建

“尼伯特”走了，洪水退了，但也正是
次生灾害的高发期，灾后防疫工作丝毫马虎
不得。据统计，截至7月12日，福建省对台
风“尼伯特”灾区消杀面积已达 91 万平方
米，第一批医疗卫生应急救援物资已运达灾
区，灾后各项医疗卫生救援工作正在紧锣密
鼓有序推进。

在闽清坂东大街上，淤泥和垃圾散发出
的腐臭味特别刺鼻。由福建省疾控中心、福州
市疾控中心等人员组成的小分队，每人身背
重达25公斤的消毒桶，在坂东灾民安置点和
完成清淤的部分区域展开消杀工作。福建省

疾控中心副主任王灵岚表示，接下来还将继
续在其他受灾区域进行消杀，同时对水源水
质展开摸底调查。“一定要喝开水、吃熟食、洗
净手。”王灵岚不停地这样提醒着灾区居民。

对损坏的公路桥梁，福建省交通厅将之
纳入全省交通危桥项目库，给予省级补助资
金。同时，对闽清、永泰等重灾地区的较大公
路灾毁点、损毁桥梁，指派福建省交通设计院
技术力量深入现场，抓紧设计修复方案。

国家电网福建电力在第一时间集结了一
支 2000 余人的应急抢修队伍和 38 辆移动发
电车等大批抢修装备物资，抢修重灾区电
网。截至 7 月 11 日，永泰县已恢复 77.5%的
供电，闽清县城也基本恢复了供电。

而由农业专家组成的 4个抗灾救灾服务
组，已奔赴重灾区闽清县、永泰县、莆田秀屿
区、仙游县等地，现场开展指导服务，指导农
民对被水淹、冲毁的稻田，及时补播补种。

只要人没倒下，失去的东西还能通过建
设再回来。“尼伯特”过去了，福建挺住
了，未来的希望还在。

压题照片：位于福建闽清的宏琳厝，是
中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
素有“民间故宫”之称。图为它在“尼伯
特”台风中遭到毁灭性的损坏。

张 斌摄 （中新社发）

““尼伯尼伯特特””来袭来袭，，福建挺住了福建挺住了！！
雷 蕾

今年第 1 号台风“尼伯特”威力着实凶

猛。它是有气象记录以来中国最强的 1 号台

风，也是1950年以来，7月份生成的强度最高

的台风，登陆时达到“超强台风”级别。这样

一个“猛汉子”正面登陆福建，让八闽大地受

灾惨重。但福建人没有被“尼伯特”刮倒，而

是军民联手抗击天灾。台风过后，全面恢复灾

区生产生活秩序的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

家园毁了，但希望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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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祖籍闽者逾八成

茶香四溢，福建乡亲拿出
八闽名茶“大红袍”馈赠；甘
甜如蜜，台湾同胞以宝岛特产
橄榄红糖回礼——“同名村、
心连心”活动不久前以如此温
情的方式在厦门拉开序幕。当
日 ， 百 余 名 台 湾 “ 同 名 （同
宗） 村 ” 代 表 和 学 者 跨 海 而
来，与300余名大陆乡亲共聚一
堂，共话血脉亲情。

同名村，是闽台两地独具
特色的历史文化现象。

早在明清时期，便有福建

先民迁居台湾。据统计，福建
是台胞的主要祖籍地，台湾民
众祖籍福建约占83.1%。随着移
居 ， 从 祖 籍 地 带 去 的 传 统 文
化、民间习俗信仰等也落地生
根 ， 形 成 了 以 同 地 域 、 同 宗
族、同宗姓相连结的血缘聚居
村落。先民把自己在大陆祖籍
地的地名、街巷名、宗祠名、
寺庙名等，作为在台湾新聚居
地相应名称，并延用相同的堂
号、传世辈字序列，就此形成
了两岸“同名村”。

“两岸同名村数以千计，凝
聚了福建先民饮水思源、不忘
故土的感情，也印证了海峡两

岸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和宗族
关系。”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
表示，每个同名村的背后都有
一段动人的故事，延续着中华
儿女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和对
故土永恒的眷恋之情。

今 年 的 “ 同 名 村 、 心 连
心”活动期间，闽台 76 对同名
村镇近 400 名乡亲共同探亲谒
祖、修撰族谱、叙缘联谊，而
这也是连续第四年举办“同名
村、心连心”活动。

割舍不断两岸血脉亲情

漳州市南靖县田螺坑黄氏
宗祠内，一幅祖先画像吸引了
来自台湾彰化埔心乡埤脚村黄
辉要的目光。

“骏马堂堂往异乡，任从胜
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
日久他乡即故乡。朝夕莫忘亲
命语，春秋须荐祖宗香。但愿
苍 天 垂 庇 佑 ， 三 七 男 儿 总 炽
昌。”——尽管是第一次来到大
陆黄氏宗祠，但只望了一眼，
画像上的诗句立刻被黄辉要流
利读出，那正是他小时候背诵
了千百遍的“认祖诗”。

“我的祖先艰辛从大陆赴台
开垦，时刻没忘记故乡。”黄辉
要说，小时候父亲经常要他背

诵这首诗，而在台湾只要能背
诵这首诗的黄姓乡亲，就是从
大陆来的黄家宗亲，“这就是我
们黄氏家族宗亲共同的认祖密
码。”一首“认祖诗”，成为让
首次寻根的黄辉要倍感亲切的
血缘密码。

同日，一场名为同名村镇寻
根续缘之旅的活动在泉州市泉
港区举行。柳亭村村民与来自台
湾的乡亲一同前往泉港植物园，
携手栽下两棵“同心树”。

“寻根问祖、探源祖地以及
对原乡的牵挂思念，是台湾人念
念不忘的传承。”台湾中华文化
盛会学会执行长池学文如是说，

“寻根续缘交流加强维系了两岸
宗族同胞的亲情，体现两岸血缘
一家亲的宗族文化，增强了台湾
民众对两岸血缘关系的认知。”

作为此次配套活动之一、
“同名村青年创业创新辅导汇”
在厦门首次举办。活动中，来
自同名村的近百位青年实地走
访了厦门海沧两岸青年创业基
地，聆听多位业内专家和台湾
创业青年代表的经验分享，并
与他们交流沟通。据悉，福建
将在泉州台商投资区筹建台湾
青年创业基地，创造条件让更
多的台湾青年来大陆创业，希
冀闽台青年共结商缘。

“同名村”再续闽台血脉亲情
本报记者 蒋升阳 钟自炜

家庙前的合影。 福建省旅游局提供

本报厦门电（郭洪蓉） 国家开发银行厦
门分行自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来，
坚持“思想上真重视、行动上真落实、效果
上真显现、整改上真到位”的“4 个真”要
求，从明确学习教育层次目标、开展学习教
育特色活动、强化学习教育问题导向、以学
习教育服务业务发展 4个方面着手，扎实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国开行厦门分行党委牢固树立抓好党建
就是最大政绩观念，并把“两学一做”作为党
建工作的首要任务，明确要求每名党员做到

“3 个第一”，即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
务是党内职务，第一职责是党建工作；每名党
支部书记做到“三带头”，即带头履行党建职
责，带头抓好支部学习，带头加强支部自身建

设；每名党委成员做到“三同步”，即党建工作
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

为进一步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该分行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摆脱贫
困》 一书中提出的“不耻落后、意气奋发、
放胆开拓、争先创优”的闽东风格，以及

“拼搏、精诚、团结、勤劳”的闽南精神，
结合分行青年员工占比 80%、72%员工是福
建本地人的特点，在全行范围内发起“两学
一做”特色活动——“爱拼会赢”主题大讨
论，以精读一本书、唱响一支歌、品味一首
诗、做实一件事为活动主要内容，通过特色
活动，提升了员工精气神，增强了员工谋事
干事的热情。

该分行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紧

密结合分行实际，把聚焦问题、解决问题贯
穿始终。围绕不同层面，开展系列工作，制
定《关于加强对分行“一把手”和班子成员
监督的实施意见》，开展民主评议，强化自
我监督；搭建与离退休老干部定期沟通交流
工作机制，针对其反映的问题，一一落实整
改并反馈答复；与新提拔干部座谈，提出做
党建优先的表率、从严自律的表率、爱拼会
赢的表率；每季度召开一次青年员工座谈
会，倾听他们的声音，针对他们提出工作繁
忙缺乏锻炼的问题，正在逐一解决；开展全
员不记名问卷调查，深入了解员工思想动态
和个人发展需求，广泛征求员工意见建议。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分
行坚持以学促做、知行合一，着力把学习教

育成果转化成务实进取的动力、改革创新的
魄力、队伍建设的向心力、业务发展的竞争
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稳增长的实
际成效。境内，推动“3 个全覆盖，境外，
实现“3个全覆盖”。行内，成立 4个专项推
进组，由 4位副行长分别牵头党建工作、综
合营销、产业项目、市场开拓等工作，打造

“一企一策”，为每家签约单位组建服务团
队，提供点对点服务。行外，开展共建共学
活动，并与分行客户开展党建特色活动。

通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该分行全
体统一思想认识，凝聚奋进力量，整体形成
了干事创业的朝气、攻坚克难的锐气，爱拼
会赢、团结向上的良好风气，实现了“十三
五”良好开局。

坚持“四个真” 推进“四专项”

国开行厦门分行“两学一做”出成效
坚持“四个真” 推进“四专项”

国开行厦门分行“两学一做”出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