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今日福建今日福建2016年9月23日 星期五

责编：汪灵犀 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9 月 15 日 3 时 05 分，今年以来的全
球最强台风“莫兰蒂”在厦门翔安沿海
登陆，带来一夜狂风暴雨。台风登陆又
适逢中秋天文大潮，给福建省生产生活
带来严重影响。台风过后，争分夺秒的
抢险、救援和自救工作立即展开。从沿
海到内陆，从城市到农村，从部门到行
业，从党员干部到部队官兵……八闽大
地一片火热，重整家园。

“秋台猛于虎”

“莫兰蒂”裹挟狂风暴雨登陆，破
坏值一度“爆表”。据现场记者描述，
15日2时左右，厦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所在的9层水利大厦开始轻微摇晃，室
内灯光出现短时闪烁。至凌晨3时，大
楼已经停水，走廊上不断传来“乒乒
乓乓”的玻璃破碎声。随后的狂风暴
雨持续了近两小时。

天亮之后，街上一片狼藉。几层楼
高的大树横七竖八地倒地，铁质路灯也
被大风吹倒，交织在一起。个别道路的
积水一度深达齐腰，一些车辆被淹没、
浸泡。居民楼下满地是碎玻璃渣，不少
市民被困家中、无法外出。全市大面积
停电，厦门岛内和集美区停止供水，全
城水厂均无法正常供水。

泉州、漳州损失也很惨重。不仅
许多居民财产和市政基础设施被摧毁
和破坏，全市大面积停电，更为可惜
的是，受台风影响，永春县有着800年
历史的廊桥东关桥被突如其来的雨水
冲垮。这可是闽南绝无仅有的长廊屋
盖梁式桥，技艺精湛，构造奇特，是
福建省重点保护文物。“这座古廊桥经
历多少风风雨雨，终也未能躲过此
劫，大家都在心疼。”永春县报道中心
的苏福彬说。

据初步统计，福建全省共有179.58
万人受灾，紧急转移 65.55万人，因灾
死亡 18 人、失踪 11 人；农作物受灾

86.7 千公顷、成灾 40 千公顷、绝收 10
千公顷；倒损房屋18323间；厦门、漳
州、泉州工业企业全面停工停产。

“重建难如山”

可怕的“莫兰蒂”扰乱了福建人
的中秋节庆，灾后恢复重建变成重点。

然而，台风破坏惊人，重建任务
艰巨。福建省防汛办督察专员郑国恩
说，以厦门为例，要恢复受损严重的
电力基础设施，需要较长时间；全市
绿化行道树倒伏约 8.7万棵，要恢复种
植也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此外，在
一些偏远地区、农村地区、贫困地
区，基础设施的恢复也面临施工难度
大、资金短缺的难题。

连接进出厦门岛的杏林铁路大桥
供电杆受损严重，致使进出厦门的列
车受影响，动车停运
188 列。福建的机场
也关停 2 个，取消航
班 268 架次，对台客
运航线和沿海客渡船
全线停航。台风带来
的巨浪导致福建沿海
一些大型船舶锚链被
扯断，集装箱被吹
走。而这些都需要第
一时间组织人力物力
恢复，否则会对福建
经济造成更大损失。

居民生活也需尽
快恢复秩序。目前福
建部分城市的猪肉、叶类蔬菜供应紧
张，居民用水也告急，需要从周边省份
调入几百吨蔬菜，还需做好冻肉储蓄投
放市场的准备。

“人心齐过天”

“以前，我爱你的绿树如荫；昨

天，我痛你的
满目疮痍；今
天，我欣慰于
你 的 快 速 伤
愈。”——近
日流传于厦门
市民朋友圈中
的这句话道出
了灾后福建人
最 真 实 的 情
感。为了让家
园尽快重现光
辉 ， 武 警 官
兵、志愿者团
队、企事业单位员工、市政环卫工
人、小区保安、台胞台属……无数人
奔赴抗灾一线，齐心协力，一起为家
园付出。团队的力量是强大的，仅仅
几天时间，福建受灾地区的困境就有

了大改观。
受灾仅5天后，厦门全市水电通讯

基本恢复正常，以这种速度恢复的还
有市区倒伏树木的清理和道路的疏
通。在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等学校就
读的大量台生也投入到台风后的重建
中。在华侨大学厦门校区读大三的台
生彭宇宏 15 日以来一直在校园内清理

倒伏的树木。他说，华侨大学的境外
学生理事会台风后做出决议，大家要
共同努力，用双手协助校园重建。

15 日 13 时，福建晋江有群众被大
水围困。泉州消防支队晋江大队接警
后，立即派出 12 名消防官兵前往救
援。消防官兵涉险划着橡皮艇，进入
水深超过一米的群众家中，用肩背手
抬，将 36 名受困群众安全转移。类似
的故事还有很多，武警、消防、特警
等力量，在防台救险中发挥了举足轻
重的作用。

针对工业企业方面受到的损失，
部分城市出台一系列扶持措施，受损
企业最高可获得千万元人民币的补
贴。农作物恢复生产、禽畜恢复生
产、温室大棚灾后重建等方面也有多
项扶持措施出台。

市民间，温情故事持续上演，人
们在灾难面前，友爱互助，相互守
望。居住在底层的居民打开水龙头，
让住在楼上的居民无偿接水；邻居们
结成“帮帮团”，帮助空巢老人运水；
老房子进水了，邻居们都赶来帮忙搬
东西……

美丽的城市最美的是人。相信不久
后，台风带来的破坏痕迹，会被逐渐去
除，爱心将让家园重现美丽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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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忙我们‘FishCoo （汇鱼网） ’下
的新模块，它是一个基于地理位置的知识库，
你可以在上面提问，也可以在上面预约附近的校
园名人……”说起自己的产品，张森鹏眼神熠熠
生辉。他“野心”不小，“要把汇鱼打造成为一个服
务于两岸暨港澳的人才交流就业平台。”

梦想“特战队”

张森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闽南人。1987年
出生的他，已拥有了一堆令同龄人羡慕不已的
头衔：720 科技公司 CEO、IT 大赛的冠军得
主、福建师范大学助教……

“我们的创业团队 720，几乎全是标准的
‘90 后’，我可能是团队中最老的了。”张森鹏
笑言。目前，公司的主要业务覆盖信息服务、
智能网络、软件工程、视觉影视等。公司的组
别和分工也很特别：“开发特战队”“产品特战
队”“影视特战队”……

“特种部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精英中的精
英，任何一个人拎出来都可以独挡一面，所以
我给我们这个团队起了这个名字。”张森鹏的创
意带动了 720 科技的创业激情，这个团队从创
业初期的 3个人发展到如今 40余人的“福布斯
最具潜力创业团队”，在短短两三年中就开发出

“智能快件箱”、“汇鱼网”、“智慧停车APP”等一

个又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互
联网智慧产品。

铸就创业路

“我不是天才，也不是学霸。”张森鹏说。
从履历上看，张森鹏的确没有天才或者是学

霸的标配。“高考没有考好，复读了 2 年，后来还
读了专升本……”说起这段经历，张森鹏多少还
是带点遗憾。当他走进大学校园时，就跟自己打
赌：一定要做到最好！

张森鹏在福建师范大学就读的是“软件工
程”专业，闽南人爱拼敢闯的那股劲儿在他身
上展露无疑。大二学期末，张森鹏在福建省第三
届海峡杯计算机软件设计大赛上斩获金奖，福建
富士通软件公司因此以年薪 12 万邀他加入。不
过，当时因为学业的关系，张森鹏婉拒了。

专科毕业后，张森鹏选择了先攻读“专升
本”。他说：“你所处的层次会决定你看到的东
西，会决定你未来的方向。”

本科学习期间，张森鹏仍然坚持创业的理
想，但毕业之后，他并没有马上甩起袖子干起来，
而是利用一年时间先后在当初朝他抛来橄榄枝
的福建富士通以及星网锐捷两家软件公司工作。
张森鹏很感激这一年的实习，因为这样的经历也
让他更多地了解公司的管理模式和业务模式。

为青年服务

张森鹏是幸运的，他创业的这一年——
2014年被舆论认为是中国的“创业元年”，一系
列重大改革红利不断释出。不过，新的问题又
随之而来——如何在万花丛中脱颖而出呢？

“开始我的目标就是求生存。”张森鹏坦言，
他白天是个业务员，晚上回到公司做技术方案。
不久之后，他第一个独立的研发产品——“信动
梦想”诞生，并且吸引了100万元的投资，运作三
四个月之后，竟也达到了收支平衡。之后，“信动
梦想”的升级版——“汇鱼网”也诞生了。

在推广“汇鱼网”过程中，张森鹏认识了
台湾“80后”青年白杰。白杰是台湾明志科技
大学/清云科技大学校友会高级顾问，他俩“牵
手”后，“汇鱼网”辐射到两岸暨港澳，服务更
多青年。“现在你登录我们的软件，可以看到很
多不同地方的青年在沟通交流，这就让我产生
了研发新模块的想法，不久后就会上线了！”看
来，张森鹏的事业又要翻开新的一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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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第十六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宣传教育工
作，近日，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采取网上国防知
识竞赛、发放国防教育宣传单、鸣响防空警报等
多种形式，开展以“传承红色基因，共建巩固国
防”为主题的国防教育活动。

图为该县组织学生集体签名。 徐丰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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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青创基地初具规模

本报厦门电（江海苹） 就业创业日渐成为两岸青年
交流的主流。据当地媒体报道，一年多来，厦门市集中
规划和助推了一批青创基地、众创空间的建设发展，呈
现出“空间多、行业广、台味浓、成效好”的特点，初
步形成集聚示范效应。

据悉，截至今年6月底，厦门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建设
取得较大进展，已发展形成创新创业集聚片区29个、众
创空间150多个，覆盖全市6个行政区和自贸片区、火炬
高新区，其中 20 个发展为有对台特色的两岸青年创业基
地，共入驻各类台湾创业团队约200个，来厦创业就业的台
湾青年约700人。其中，厦门两岸青年创业创新创客基地、
一品威客创客空间、宸鸿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和厦门云创
智谷先后获得国台办授予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

围绕厦门产业转型发展，厦门两岸青创基地建设重
点发展文化创意、软件设计、电子商务、跨境电商、生
物医药、物联网等和为厦门自贸片区航运物流、金融贸
易配套服务的新模式、新业态，鼓励和支持两岸青年创
业的行业十分广泛。

本报福州电 （张珺） 从福建省
民政厅获悉，到 2016 年底，福建省
每个县市区至少要有一家社区居家
养老专业化服务组织，在10月31日
前各县市区要完成社区专业养老组
织的公开招标工作，政府将通过购
买服务的方式为符合条件的老人无
偿提供服务。

据福建省民政厅介绍，福建城
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的“短板”。目前，厦门、福
州等地已采取市场化方式，引进专
业化养老服务组织，并积累了一定
经验。福建省计划在个别试点的基
础上向全省各地推广实施。

按照计划，县级政府每年要安
排不低于100万元，面向社区专业养
老组织购买城乡社区居家养老专业
化服务。7类老年人群将可免费享受
到政府购买的养老服务，这7类人群
分别是：特困供养人员、低保对
象、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重点优
抚对象、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
重度残疾人中的老年人、80 周岁以
上的老年人。有条件的地区还可将
免费服务群体范围适当扩大。

据悉，福建省各县级政府每年
提供不低于100万元资金将主要用在
老人通讯、健康管理、生活等基础
服务上，这些基础服务是免费的，
但生活方面的服务则需另外付费，根据老人的要求不同
服务价格也有差异，对有经济能力的老年人，可根据其
个性化需求，开展有偿服务。

按照要求，中标的社区专业养老组织要为政府购买
服务的老年人无偿提供老年人专用手机或健康手环等设
备，要免费建立老年人基本信息和健康档案，要在老年
人群体中实行紧急援助 （应急救助）、定期回访、远程定
位等制度。在生活方面，政府要求相关组织要低偿提供
助餐、助洁、助浴、助医、助行，以及文化娱乐、学习
教育、陪伴聊天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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