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风“烟花”将至，将会带来大风大雨，宁波严阵以待。晚报多路记者，
深入社区、安置点以及沿海一线，发来直击报道。

群众及时转移、安置点严阵以待、早稻争分夺秒抢收……

多路记者在“追风”一线发回直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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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手电有没有充电？”
“席子数量足够了吗？”昨日下

午，位于北仑区小港街道红联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的避灾安置点内，记
者看到，社区工作人员正忙着整理
防台避灾物资。储藏室内，各类物
资已经配备齐全，有序摆放在架子
上。同时，休息室也已打扫干净，
并配齐了席子、毯子、毛巾、牙刷、
泡面等各类配套生活用品。

红联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副主
任葛维君介绍，该避灾安置点有
1000多平方米休息区，可容纳约
400人避灾，目前配备了100多件
应急物资。社区还安排有2名紧

急疏散引导员，台风期间引导转移
群众。

记者了解到，随着“烟花”的逐
步逼近，小港街道26个避灾安置
点都已严阵以待。

为缓解安置群众的焦虑情绪，
安置点除了发放避灾必备的饮用
水、方便面等物资外，还为大家播
放电影，准备了象棋等娱乐活动。

“原先住的活动板房经不起台风天
气，单位就通知我们到安置点避
灾，这里的环境挺好的。”来自贵州
的杨先生和妻子来宁波打工一年
多了，“台风来了，搬到这里就踏实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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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仑区大碶街道太白社区的
三江口小区，因小区毗邻岩河，
2019年“利奇马”台风来袭时，河
水倒灌，这里成为辖区受灾最严重
的。小区里积水高度曾漫过大腿
根部。

昨日记者在小区看到，这一
次，社区提前做好防御工作，进行

河道巡查，同时提前打包沙袋，运
至河埠头。此外，社区二楼的两个
会议室也已布置完毕，作为临时避
灾点。

记者从街道了解到，为应对台
风“烟花”，大碶辖区41个挂牌避
灾点各值班管理人员已安排到位，
随时可以投入使用。

被“利奇马”肆虐的这个小区，提前做好防御

“我们提前把大棚加固好了，这
次台风，我们不慌了！”昨日下午，在
鄞州区云龙镇的老蔡果园，每个大
棚都已经加固到位，热心公益的“水
果爷爷”蔡永祥心里淡定了很多。

今年7月初，老蔡在修补大棚
时不慎跌落，导致肋骨骨折，需要静
养两个月。今年，他有20亩葡萄，
预计能采摘1.8万公斤。因为突然
受伤，葡萄采摘成了难事。在云龙
镇志愿者和甬上商城的帮助下，大
家都来认购他的爱心葡萄。

台风临近，从7月22日开始，
老蔡果园一片忙碌，大家都在忙着

加固大棚，同时检查排水口，确保排
水通畅。老蔡的女儿蔡金丽说，因
为人手有限，父亲又忍着疼痛干活
了。“看着台风来势汹汹，他放心不
下，一定要自己爬上去看看，我拦都
拦不住。”

蔡金丽说，前几年，他们的果园
被“利奇马”重创过，这次台风对他
们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前期因为
宁波爱心人士的助力，他们的爱心
葡萄销售不错。这两天，志愿者又
抓紧采摘了一批。“如果不是大家帮
忙，这次台风一来，那真的忙不过来
了！”

志愿者帮“水果爷爷”采摘葡萄

“鲁阿姨，在家吗？台风可能要
来了，我们来给你送点东西。”昨日，
家住在鄞州区东柳街道太古城社区
北柳街128弄的独居残疾人鲁秋花
接到了一通暖心电话。

没过10分钟，社区副书记兼副
主任朱寅儿带着红蚂蚁助老志愿队
的2名志愿服务者费芳菲和张玲芝
为老人带来了一份特殊的防台爱心
物资，里面是刚刚从超市采购回来
的牛奶和新鲜蔬菜。

“鲁阿姨，我们给你买来一些
菜，你行动不便，台风天不要出去

了，这是香干，这是南瓜。”拿着这
份礼物，鲁秋花感激地说：“亏得
你们考虑得那么仔细，不然我一
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临走
前，志愿者们还帮老人检查了窗
户是否关严，阳台的花盆是否已
搬入屋内。

随着台风“烟花”的逼近，社区
的红蚂蚁助老志愿队迅速展开行
动。“虽然我们这支队伍平均年龄也
有65岁左右了，但是只要身体奔得
动，邻舍隔壁的老人们有需要，我们
就愿意帮忙！”志愿者张玲芝说。

为独居老人送上防台“爱心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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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早晨6点多，象山县新桥
镇组织人员在高湾盐场用沙袋封
堵海塘出入口，防止海水倒灌。目
前，已出动24人次，使用两车泥
沙，200余只沙袋，填补了4处缺
口。

记者了解到，从7月21日以
来，新桥镇为应对台风“烟花”可能
带来的狂风、暴雨等恶劣天气，确
保海塘工程安全，已经预备了
2000只沙袋，以及防洪堤缺口封
闭的材料，及时封堵海塘出入口。

封堵海塘出入口，防止海水倒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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曦奉化区西坞街道四维村的杨

四岙自然村处于泥石流易发区范
围内，为防止台风“烟花”引发险
情，昨日下午，全村162位村民整
体进行了转移。

下午1点，记者在现场看到，
部分村民已整理好衣物，携带部分
生活用品登上大巴车等候。村里
的志愿者挨家挨户进行排摸。

记者跟随志愿者来到其中一
户老人家里，张阿菊老人刚好100
岁。今年初因为一次意外，导致腿
受伤，不方便行走和乘坐大巴车。
于是志愿者通过轮椅将老人送到
小轿车上。

“我们将村里行动不便的老
人，安排到了西坞街道镇里的宾馆

里。”在现场引导村民转移的西坞
街道四维村杨四岙党支委书记邬
桂松告诉记者。

下午3点左右，村干部和志愿者
们上门一户户检查。至下午4点半，
杨四岙村162人已通过投靠亲友、
避灾点安置等方式完成整村转移。

在四维村避灾安置点记者看
到，室内空调、有线电视、卫生设
施、娱乐设施完备，转移的群众正
在有序地整理随身行李。“街道工
作人员和村干部都挺好的，给我们
安排了睡的被子和席子，盒饭、矿
泉水都是免费领的，住在这里挺安
心的，我们会配合好防台工作，等
台风过后再回去。”村民们纷纷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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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双抢”时节正好遇上
“烟花”台风，镇海的种粮大户们一
边忙着收割早稻，另一边晚稻要立
刻种下去，忙得不可开交。昨日，
记者在镇海区骆驼街道种粮大户
竺懂的田块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冒
雨插秧。

竺懂的农场今年一共种植了
600多亩的早稻，10天前已经基
本成熟并开始陆续收割，眼下看
着台风马上就要登陆了，为了保
住产量，这两天他们加班加点在
抢收早稻，一刻不敢停歇。“本来
时间不急，现在台风要来了，全部
都要抢收，现在还有100多亩需

要抢收。”竺懂说。同时，为了赶
在台风前把晚稻种下去，拖拉机
和插秧机同时开工。“耕完地灌点
水，马上就要插秧，不然晚稻时间
就来不及了。”

早稻收割完后要立马运送到
烘谷中心。记者在位于九龙湖镇
田杨陈村的烘谷中心看到，仓库里
堆满了稻谷，烘谷中心14台炉子，
每天24小时运行，保证早稻能顺
利归仓。“这两天因为台风影响，稻
谷收割时间特别集中，每天要烘干
约170吨的早稻，是往年同一时间
段的三倍。”烘谷中心负责人陈小
虎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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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农
户争分夺秒冒
雨抢收早稻

▲▲志愿者抱着志愿者抱着
张阿菊老人转移张阿菊老人转移。。

▲

小港
街道一安置
点内，工作
人员正在清
理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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