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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12日是第15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在漳州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在防汛、救援、宣传等
不同领域默默奉献，以自己的坚守为漳州防灾减灾贡献力量。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他们的故事。

防灾减灾，他们冲锋在前

“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洪涝灾害、地
质灾害、火灾，生活中的灾害还包括雪
灾、风灾、雷电灾害，不同灾害有不同
防范逃生方法。”5月 10日下午，芗城
区芝山街道金品社区“5·12”防灾减灾
宣传活动现场，“90后”吴宇杰一边发
放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手册、应急包，一
边向居民讲述着公共区域安全隐患排
查、安全应急注意事项以及人员疏散
和正确逃生的方法。

小小应急包，内有大乾坤。记者看

到，巴掌大小的应急包内，有纱布、碘
伏、风油精等医疗物品，还有手电筒、
剪刀等日用品。“灾害突发时，人们往
往处于慌张之中，无暇全面顾及需要
携带的逃生物品。漳州应急系统自制
的应急包，体积小本事大，可用于自救
求救互救。”吴宇杰介绍。

进入应急系统六年的吴宇杰，虽刚
接触综合减灾和救援管理工作四个月，
却对这份工作有了不少感悟。吴宇杰认
为，综合减灾和救援管理是一项系统性
工作，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方方面面，要
入“心”更要出“新”。“心”，是用心、耐心。
开展应急救援知识宣讲时，要根据不同
受众采取不同宣讲方式，让大家掌握使
用技巧、逃生技能。“新”，是更新、创新。
要按照每年气候、降水等情况，及时制
定更新防灾减灾应急预案；在联防联训
基地创新开设课程，组织应急队伍培
训、学习等，确保在关键时刻拉得出、顶
得上、打得赢。

☉本报记者 廖瑜婷
通 讯 员 江 帆 文/图

“开始放绳！停，固定！”5月 11日
下午，在瑞竹岩，一场“惊险”的森林消
防山岳救援演练在山体坡度接近 90
度、落差 20 多米的悬崖上上演。沈位
超身先士卒，如同“蜘蛛侠”，借助绳索
救援系统飞檐走壁，慢慢索降靠近坠
崖的“被困者”。

演练现场，一名“被困者”坠崖，
疑似出现骨折伤情。根据现场情况，
沈位超迅速制定营救措施，选择悬
崖边上的一个垛口作为支点，利用

绳索滑轮和安全钩等设备迅速搭建
绳索系统，带领两名队员携带多功
能担架索降到“被困者”位置。提供
补给、初步救治、担架固定、绳索拉
升……最终，“被困者”被成功营救
到安全区域。

随后，队员们轮番上阵，完成一项
项救援“任务”。沈位超则拿着笔记本，
记录队员们完成动作的疏漏点、不足
点。从担任中队长开始，他的笔记本上
记录着各式各样训练内容，小到每个
机具参数，大到每次救援任务的心得
体会。面对转制改革后队伍面对困难
复杂的救援任务，沈位超从不放弃任
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前后参加了百余
场的救援行动、不计其数的救援演练。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队员
们早已十分熟练。别看今天的演练只
用了半个多小时，如果是真实的救援，
可能需要花费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
小时。”沈位超说。

☉本报记者 廖瑜婷
通讯员 蔡增欣 江帆 文/图

5 月 11 日晚，夜幕降临，华灯初
上，江滨生态公园也热闹起来。

与平时一样，陈建武吃过晚饭便
前往公园值班，步行至江边曙光救援
队值班室，换上夜间装备——戴上头
灯头盔，身着蓝色队服、水域救生衣，
手持红色救生浮标。随后，与3名队员
一列纵队，开始执行临水区域夜间安
全巡护。

“这里水深危险，不要靠近。”沿着
江边，陈建武一边巡察，一边大声提醒

正在游玩的群众。“都把孩子看紧点。”
陈建武扯着大嗓门，“训”起人来不留情
面，但大家似乎对他的“呵斥”并不排
斥，“好好好，我把孩子看紧点。”

站在观景点，四人凭江远眺，借着
手电筒发出的灯光仔细巡视着江面和
江岸，确保不漏过一处可疑点。“自
2021年救援队成立后，我们组织参与
了各种救援，最让我痛心的是各个儿
童青少年溺水事故。汛期来临，也时有
意外事故发生。因此，安全提示、文明
劝导和应急施救等至关重要。”陈建武
告诉记者，2022年5月以来，救援队启
动江边志愿巡护工作，每天沿着公园
进行岸际和水域巡护，已提供7000多
小时志愿巡护服务时长。

沿着江边巡视一圈后，陈建武和
队员们回到值班室喝了几口茶。“小伙
子们，走喽。”循着夜色，四人再次出
发，脚步声划过静谧的夜空。

☉本报记者 廖瑜婷
通 讯 员 江 帆 文
本报记者 李 林 图

漳州市曙光救援队队长 陈建武：

江边的“夜巡者”

诏安县防汛办副主任 黄建南：

当好防汛“调度员”
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减灾和救援管理科 吴宇杰：

应急救援入“心”更出“新”

“雨水将在周六到达，小雨偏多”
“龙潭水库水位不算高，但要密切关
注”“编织袋、雨衣雨鞋、手摇警报器等
防汛物资已备好”……

5月10日，在诏安县防汛办，全县
防汛指挥系统的“中枢神经系统”，没
有汛期来临时的激烈讨论声，只有黄
建南自己反复盘算。虽然从事水利工
作近30年的黄建南早已“身经百战”，
但龙潭水库这一防汛关键点，他每天
都要跟踪查看。

“龙潭水库是全市汛期重点监控
水库之一，也是诏安县最大最重要的
水利枢纽工程，涉及饮用供水、防洪、
灌溉，关乎下游数十万群众、数万亩良
田、虾池安全。”黄建南介绍，到目前为
止，水库仍沿用《龙潭水库汛期防洪调
度简易办法（试行）》。该办法正是黄建
南与老骨干们齐心制定的。

2022 年 7 月初，黄建南如往常一
样关注着雨水情况，发现“情况不对”，
立即向上级领导汇报，牵头相关单位
领导和技术骨干进行会商研判。果然，
大雨来了，诏安遭遇了近十多年来罕
见的持续性强降水，水库水位暴涨。依
据《办法》，黄建南与有关单位专家进
行 9 次会商研判，发出 9 份水库调度
令，提前泄洪、错峰调度，安全度过该
轮强降水。

“防汛工作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
命安全，担子重、压力大，我将一如既
往当好防汛‘调度员’。”黄建南说。

☉本报记者 廖瑜婷
通 讯 员 江 帆 文/图

市森林消防大队六中队中队长 沈位超：

“蜘蛛侠”拉紧救援“生命线”

核心提示

市纪委监委：

打造“水仙清源”机关党建品牌
市纪委监委突出“清源·铸魂”

主题，紧扣建设政治型、学习型机
关，建立“日学、周训、月活动”学习
机制，创新示范领学、潜心自学、研
讨笃学、实地访学、轮训深学、正反
教学“六学联动”，在常学常新中铸
就政治忠诚；强化“清源·领航”抓
手，紧盯建设服务型、效能型机关，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着力做实
政治监督、做深日常监督、做准专

项监督、做强基层监督，在有效监
督中服务中心大局；构建“清源·锻
塑”体系，紧抓建设堡垒型、清廉型
机关，开展“师徒帮带”跟班实训锻
炼，分层级分领域深化全员培训，
落实“八小时以外”行为监督管理
规定，推动全体纪检监察干部以忠
诚立身、以党性做事、以担当尽责、
以清廉塑形。

（冯奇）

市政协机关：

构筑党建“生态圈”把好工作“方向舵”
市政协机关持续推动党建工作

与履职实践深度融合，完善“各级党
组织一体学、党内带动党外学、系统
联动互动”学思践悟学习平台，探索
实施“党建+协商”“党建+聚识”“党
建+民生”融合融通工作模式，扎实

开展“点题整治、政治帮扶”改进作
风行动，树牢“正、严、实、细”的机关
形象，进一步激发机关党员干部勇
于担当、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不断提
升政协机关党建和各项工作质量和
水平。 （侯小玲）

市委宣传部：

增强“四力”推进模范机关建设
市委宣传部始终以党建为引领，

坚持把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等“四力”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依托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培训班、干
部能力提升轮训班、“机关干部讲坛”

“芝山讲习堂”等载体，以创新、开放、

共享为理念，拓宽部机关党员干部视
野，进一步提升党员干部学习的主动
性、有效性，着力打造政治过硬、本领
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
想文化干部队伍，持续深入推进模范
机关创建。 （林志贤）

市委政法委：

扎实推进政治督察 着力锻造政法铁军
市委政法委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
政法工作条例》，坚持正本清源，对
我市政法单位持续开展政治督察和
纪律作风督查巡查，探索完善不同
政法单位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
政治督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述

职、执法监督、纪律作风督查巡查等
制度机制，注重督察单位政法工作
重难点问题和薄弱环节，不断提高
政治督察针对性、有效性，着力锻造
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政法
铁军。

（李呈旭 黄新安）

漳州供电：

党建引领 树起供电服务新风正气名片
国网漳州供电公司实施“旗帜

领航·新时代红色堡垒”工程，构建
党建融入公司治理、融入生产经营、
融入为民服务的党建价值创造融合
体系，保障电力安全可靠供应，服务
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用电需要。设置
供电所“红旗网格”，深化供电网格

长与社会网格长“双长融合”机制，
党员下沉网格开展电力便民服务，
实现党建与业务双融双促，树起“窗
口服务更贴心、办电服务更省心、用
电服务更舒心、增值服务更称心、志
愿服务更暖心”的新风正气电力名
片。 （郑拓巍）

本报讯（记者 许意斌 通讯员
吴莹 吴维）日前，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张慧德带队到漳浦县调研未成
年人保护法律监督工作，实地查看县
医院心理咨询服务中心，观摩县检察
院未检实践展示馆以及未成年人综
合保护法律监督数据平台建设情况，
并组织市、县相关部门召开未成年人
保护法律监督工作座谈会。

市领导强调，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是涉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暖
心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破解难点
堵点。紧盯制约我市未成年人保护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薄弱环节，建立
起常态化“主动发现”机制，有效摸
排处置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的
潜在风险，筑牢家庭、学校、社会、网

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保护网。
要强化部门协作，凝聚工作合力。健
全有效、可行、顺畅的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联动机制，强化数字平台运用，
打通部门壁垒、强化协调配合、实现
信息互通，完善强制报告、首接快
处、干预转介等制度，形成多元参
与、高效互动的协同共治格局。要注
重品牌引领，提升宣传效能。统筹全
市政法宣传资源，加强对未成年人
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宣传培
训和教育引导，加大“春蕾安全员”

“青春护航信箱”等一批具有政法特
色、群众喜闻乐见未保工作品牌的
宣传推广力度，不断扩大受众面和
传播度，全面营造关爱保护未成年
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本报讯（记者 蔡柳楠 通讯员
沈晓芬）记者从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获悉，5 月 15 日起我市单职工家庭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高贷款
额度将调整为 35 万元，双职工家庭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高贷款
额度将调整为 60万元。

根据今年发布的《关于优化住
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动态调整
机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当我市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率达
到 90%（含）以上，自次月起将单职
工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
高贷款额度调整为 35 万元，将双职
工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
高贷款额度调整为 60 万元；当住房
公积金资金使用率回落至 85%（含）
以下，自次月起将单职工家庭申请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高贷款额度
调整为 40 万元，将双职工家庭申请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高贷款额度
调整为 80 万元。截至 4 月 30 日，我

市 住 房 公 积 金 资 金 使 用 率 为
90.44%，已达到 90%（含）以上的动
态调整标准。

那么，如果是在5月15日后申请
的贷款，是否都需要执行调整后的最
高贷款额度呢？答案是不一定。市住
房公积金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需以提交商品
房买卖合同网签时间为准；购买存量
商品住房（二手住房）的，需以契税完
税证明时间为准；购买人才公寓的需
以存量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自
建房的则需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颁发时间为准。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
时间、契税完税证明时间、存量房买
卖合同签订时间或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颁发时间在5月15日之前的，最
高贷款额度还是按调整前单职工家
庭40万元、双职工家庭80万元执行；
在5月15日及以后的，最高贷款额度
按调整后单职工家庭 35 万元、双职
工家庭60万元执行。

市领导调研
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工作

我市将调整住房公积金
相应最高贷款额度标准

最高贷款额度分别调整为35万元、60万元

“土楼”与“海洋”为何在南靖融合？
魏氏子孙从山到海的跨越之旅

妈祖是流传于中国沿海地区的传统民间信仰，
这种信仰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一种特质。“土楼”与“海
洋”是如何在南靖县梅林村融合的呢？

梅林村是中国景观村落，也是漳州市著名侨乡。
据南靖梅林村妈祖理事会会长魏茂祥介绍，几百年
来，为了生计，不断有魏氏子孙漂洋过海。祖地父老
乡亲为保佑在外游子的平安，从莆田湄洲岛“进香”
请回救难济世、普度众生的圣母妈祖到山里祭拜，因
此在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南靖土楼，形成了独特的土
楼妈祖文化节。

“虾兵蟹将”水中拦路妈祖神像
梅林村村民把河当成了海

当天上午 6点，妈祖信众、各地游客早早来到天
后宫，参加妈祖“巡村”活动。村民把妈祖“请出”天后
宫，10多人轮流用“尪轿”抬着妈祖神像在梅林村巡
游，龙狮、龙伞、西乐、锣鼓、英歌舞等表演队伍紧随
其后。当天村民提前在各土楼门前的大埕摆了几张
桌子，上面堆满各家各户特地送来的供品，妈祖神像
每到一处，村民就面朝红轿里的妈祖像点烛烧香祭
拜，祈盼妈祖保佑合家平安、生活幸福，场面十分壮

观，气氛异常热烈。
下午1点半，当天最为精彩的“妈祖过海”仪式开

始，现场挤满了人，摄影爱好者早早抢占有利位置。
随着小河两岸鞭炮锣鼓声起，数十名青壮年抬轿朝
着河里奔去。河中央十几位装扮成“虾兵蟹将”和“水
怪”的村民不断地朝着轿子泼水，试图阻拦队伍行
进。抬轿的青年们左冲右突，冲过重重“障碍”。如此
循环“过海”三次，妈祖神像才被送往天后宫。“妈祖
过海当地人亦称之‘走水’，即模拟妈祖绕过万重黑
石礁，降伏妖魔鬼怪，历尽千辛万苦，排除艰难险阻，
为百姓领航。”魏茂祥介绍道。

妈祖文化成游子精神寄托
“爱拼会赢是我们闽商所推崇的精神”

梅林妈祖信仰深入当地村民民心，妈祖也成

为久居海外游子怀土思乡的精神寄托。“我在这
里长大，从小我就是在这里拜妈祖，妈祖在我们
心里面占着重要位置。”澳门乡贤魏勇斌告诉记
者，已经移民澳门多年的他，每年都会回来参加
梅林妈祖文化节。“海上保护神妈祖是我们海内
外游子共同的信仰，她的这种不惧风险，敢拼会
赢的斗志也是我们闽商所推崇的精神。”澳门乡
贤魏荣富说道。

“在这里开展纪念妈祖的民间活动，为南靖土楼
注入了更深刻的文化内涵，也增添了一道美丽风景
线。”魏茂祥告诉记者，他希望这一融汇了山海民俗
的土楼妈祖文化活动能继续传承发展，成为维系台
胞侨胞回乡寻根谒祖的亲情纽带，也让南靖土楼在
旅游发展中找到新的“闪光点”。

☉本报记者 李立平 通讯员 张师铭 文/图

土楼为何诞生“妈祖过海”习俗？
本报记者探秘南靖县梅林村妈祖文化节

山区为何有妈祖文化信仰？
昨日，本报记者来到南靖县梅林
村妈祖文化节现场寻找答案。5
月11日，已有300多年历史的妈
祖文化民俗活动在南靖梅林村
上演，吸引全国信众、摄影爱好
者上万人，共同参与“山海融合”
民俗活动、共庆“海上女神”妈祖
诞辰。

以河为海，数十名青壮年抬轿演示“妈祖过海”，不惧风险、为百姓领航的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