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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风骤雨、骇浪滔天，大树拦腰伏地，海水
肆虐破堤。

今年第 8 号台风“玛莉亚”气势之迅捷、威
力之凶猛，近年罕见。11 日上午在福建省福州
市连江县沿岸登陆前后，“玛莉亚”给人们工作
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福建各界群众纷纷加入到
抗击台风的行列中。

“玛莉亚”登陆连江沿海时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达 14级。记者在登陆点附近看到，天空暗沉，
乌云弥漫，狂风裹挟暴雨，三四米高的行道树倒
伏在地，汽车艰难挪行。海面上，渔排随汹涌的
波涛剧烈起伏。

“赶紧上岸！”在连江县筱埕镇东坪村的后
湾码头上，边防官兵对渔排上的渔民奋力喊话。
台风登陆短短几个小时后，附近有渔民望着自
家渔排损毁严重，按捺不住要返回海上加固。

边防官兵走下码头，从已退潮的滩涂上将
几名渔民带回。而就在两个小时前，连江消防大
队筱埕中队的战士在同样的地方营救了 3 名被
困海上的渔民。

台风登陆前后的一个多小时内，福州停电
用户从 7万人激增到 24万人。连江城区多地出
现配电故障问题，8 . 6万余户用户停电。连江县
供电公司启动应急预案，派出 17支共 266 人的
抢修队伍分赴受灾点。截至 11 日 16时，近半停
电线路已经复电。福建省累计停电的 129万户
也已恢复 70%。

下午 2时 30 分，在连江城区的积水路段，
市政工作人员才刚吃午餐盒饭，目光时刻不离
正在运行的抽水设备。

窗外狂风呼啸，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中心
电话声此起彼伏，工作人员紧盯雷达回波图，向
重点县区打电话询问灾情，接听各地群众的求
助电话，一一记录下来，转给相关部门。

深水良港宁德三都澳海面渔排密布。台风
后，“海上牧场”一片狼藉。渔民谭发泉守在海

边，上不得渔排，舍不得离去。“这么高的浪，几
十年从没见过，”他说，“我的海菜全都毁了。”

位于闽东地区福鼎市太姥山镇有惊无险，
3 条海堤合计近千米的防浪墙倒塌。福鼎市水
利局紧急组织技术人员奔赴受灾点进行抢险，
当地低洼地带人员已于 10 日晚转移，目前暂无
人员伤亡，抢修仍在进行中。

霞浦县牙城镇，海堤毁损两百米，附近一虾
塘发生两处 10到 15 米的决口。武警福建总队
50 名官兵赶到现场封堵。下午 14时，霞浦北壁
乡、牙城镇依然风大雨急，海水倒灌令城区汪洋
一片，一些轿车几乎没顶，街头积水漫过市民大
腿。乡镇干部正在积极组织抢险救灾和转移人

员。
在福州高新区，破损的铁皮房被大风刮

起，飞至电力线路上，造成南屿镇中溪村停
电。目前，国网福建电力防抗台风工作已转入
灾后抢修复电阶段，在确保抢修人员人身安
全的前提下，科学组织抢修，尽快恢复受损线
路供电。

截至 15时 30 分，福州市倒伏大树 1181
棵，倾斜 419 处，断枝 2239 处。福州市园林局
对涉及人员安全、交通保障、民生设施的树木
优先处理，先行处置倒伏树木 1004株，倾斜
树木 356株，断枝 2125 处。

福州市公安部门投入路面民警 800 人、

辅警 823 人参加防汛工作，30 辆拖车先行分
布在市区易涝点，以便及时处置突发情况；及
时封闭多处积水路段，引导车辆分流，同时利
用交警支队全媒体直播间，实时播报路况信
息，引导市民避开危险路段出行。

台风来袭，市民出行受阻，但据记者从几
家大型连锁超市了解到，市场有序，价格平
稳，货物充足，没有出现蜂拥购物的现象。

福州市商务局提前备足应急物资，调配
了抗灾救灾急需品及各类应急食品。目前，福
州副食品基地已储备 60 公斤以上活体生猪
3 . 6万头，可满足市民 10 天消费量；海峡蔬
菜批发市场库存蔬菜 5000 吨，供应充足，确
保台风期间全市副食品供应量足价稳。

福建莆田市石南渡口的工作人员台风期
间全部在岗，确保无人冒险出海。莆田石城边
防派出所干事刘晓冬告诉记者，所里全部民
警都在巡逻，在低洼地带和安置房协助镇村
干部劝离村民。石城北码头全部 352 艘渔船
都已加固完毕。

下午，风级雨量渐小渐弱，生活秩序开始
恢复。福州市出租车、公交车逐渐恢复运行，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恢复运营，首个航班
FU6560 于 16 时 10 分抵达福州。铁路部门
表示，将根据台风“玛莉亚”实时风速、雨量等
情况，对列车开行方案再进行调整。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 18时将防
台风Ⅰ级响应调整为Ⅲ级，将防暴雨Ⅱ级响
应调整为Ⅲ级。截至 16时，福州、宁德两地有
11 . 02万人受灾，倒塌房屋 41间，紧急转移
22 . 26万人，农作物受灾 3900 公顷，绝收 230
公顷，公路中断 17 条次，铁路停运动车 158
对，取消航班 213 个，损坏堤防 20 . 24 公里。

(执笔记者：刘旸，参与记者：王成、吴剑
锋、邰晓安、董建国、林超、张逸之、陈弘毅)

新华社福州 7 月 11 日电

闻“风”而动：福建倾力抗击台风“玛莉亚”

新华社记者

“快来救人啊，我们前后左右全是洪水，
水还在涨！”11 日 10时，德阳消防接到报警
称，德阳广汉川江村有 200余名群众因暴雨
被困。15 名消防官兵乘坐 3 艘冲锋舟、1 艘
橡皮艇，迅速奔赴现场开展救援。

四川连日来遭遇持续暴雨袭击。7 月 11
日 10时起，四川启动全省 II级防汛应急响应，
这是多年来四川首次启动此级别应急响应。

川江村被洪水围困成为孤岛。水势凶险，

即使是冲锋舟，往返一趟也很困难，在消防官
兵不断努力下，被困群众陆续被安全转移。这
是四川多地抗洪救灾的一个缩影。

记者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
解到，10 日以来四川大部降中到大雨，成都、
德阳、绵阳、广元等地局部降大暴雨，其中平
武、北川、江油、郫都等地的个别地方降特大
暴雨；涪江、嘉陵江、沱江、大渡河、岷江等 5
条干流及其 11 条支流出现超警戒或超保证
水位。截至 11 日 14 时，四川已有 48 . 87 万
人受灾，因灾转移 5 . 66万人。

面对防汛严峻形势，各地干部群众奋战
灾情险情一线，抗击暴雨洪灾袭击。

“洪雅县一定要注意山区群众的防汛减
灾工作，必要时立即转移群众。”“丹棱县一定
要密切关注雨情，尤其是老峨山景区的游客
要立即疏散。”在成都平原南端的眉山市，市
长罗佳明 11 日上午与各区县负责人一一通
话，叮嘱务必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防汛工作
的第一位。

绵阳市政府副秘书长陈松柏表示，绵阳
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驻守防汛指挥部
中心，现场会商、调度防汛减灾工作，安排部
署抗洪抢险。市政府相关副市长分赴县市区
现场指挥抗洪抢险工作。市政府安排做好防
汛队伍、物资、资金的调度工作。

一把皮尺、一个手电筒……在绵阳市安
州区高川乡二郎村塘房沟，地质灾害隐患点
监测员谭勇 10 日晚间一夜未眠，不断冒雨巡
查，测量土石位置变化，观察水情。这里的泥
石流隐患威胁 65户 128 人。

“目前雨势已有所减弱，但仍然一刻也不
能放松警惕。”谭勇说。

四川有 5万多名像谭勇一样的地质灾害
监测员，日夜奋战在险情一线。11 日凌晨 5
时，北川县陈家坝樱桃沟爆发大规模泥石流，
并且翻越已建泥石流拦挡工程。正是由于监
测员预警及时，当地果断发布避让指令，受威
胁的 157户 500余人提前撤离成功避险，未
造成人员伤亡。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数据表明，今年以来，
四川省已发生地质灾害灾情、险情 836 起，较
去年同期增长 281%。10 日以来，四川各地
组织避让转移人员近 1 . 5万人，实现地质灾
害成功避险 3 起，避免了 507 人可能的因灾
伤亡。 新华社成都 7 月 11 日电

截至 11 日 14 时，已有 48 . 87 万人受灾，因灾转移 5 . 66 万人

四川多地江河告急，干部群众抗击暴雨洪灾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记者叶昊鸣)记
者 11 日从应急管理部了
解到，针对今年第 8 号台
风“玛莉亚”给福建、浙江
两省造成的严重灾害影
响，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
部紧急启动国家Ⅳ级救灾
应急响应。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
责人介绍，截至 11 日 16
时，“玛莉亚”台风灾害共
造成福建省宁德、福州、南
平、厦门、莆田等 8 市 62
个县(市、区)23 . 8万人受
灾，17 万人紧急转移安
置，700 余间房屋不同程
度损坏，直接经济损失
2 . 4 亿元；造成浙江省温
州、台州 2市 15 个县(市、
区)34万人受灾，29 . 9万
人紧急转移安置，农作物
受灾面积 800 余公顷，直
接经济损失 2 . 5 亿元。具
体灾情目前仍在进一步核
查统计中。

据了解，灾害发生后，
福建、浙江两省减灾委、民
政厅均紧急启动省级自然
灾害救助Ⅲ级响应，福建
省紧急下拨省级救灾资金
2000万元，省民政厅派出
工作组分赴宁德、福州等
地，开放避灾安置点 2130
个，向重点防区预置抢险

救灾兵力 19928 名，省消防总队出警 39 起，出
动车辆 36 辆、人员 194 人次。浙江省拟紧急下
拨省级救灾资金 2300 万元，全省已启用各级
避灾安置场所 2398 个，温州市投入生活保障
金 238 万元，县级下拨价值近 300 万元物资，
市消防支队共接警 50 起，出动警力 51 车 222
人，搜救被困人员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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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

昨天怀揣梦想渡重洋，今天“领着”世

界回中国

“当年‘出走’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现在再次改变
命运，就是回家。”意大利北部青田同乡会会长徐伟雄
说，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带着菜刀、缝纫剪刀、理发刀
“三把刀”闯天涯，如今要搭上祖国发展的快车，也要
贡献自己的力量。

“徐伟雄们”的“回家”，早已不是原先意义上的
叶落归根，他们经历了从带着小商品出去贩卖到带回国
外商品销售，到拿下国外品牌的全国总代理，再到现在
回国投资。

他们说，他们就像是“两栖人”，在国外开枝散
叶，在全球多地布点，如今想把更多的重心放在中国。
“我们希望祖国越来越强盛，也希望我们的侨居国越来
越好。”智利浙江商会会长邹建兵说。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青田籍华侨回国投资人数已
达 10万人，投资与贸易资金总规模达 2000 多亿元，累
计捐赠社会公益事业资金 3 亿多元。

徐丽敏曾旅居荷兰 30 多年，如今的她把荷兰优质
奶粉带回中国经销，被大家亲切地叫做“奶妈”。“当
年出国让我掘到了第一桶金，现在欧洲经济形势低迷，
巨大的机会在中国。”她说。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推进，中国进一步扩
大对外开放，青田华侨华人们的视野，也日益向“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延伸。他们意识到，这是一条共
赢之路，也是一条回家之路。

2015 年，青田侨乡进口商品城开业，有红酒区、
食品区、日用品区和服装区等， 170 多家侨商企业已经
入驻。商品城依托青田丰富的侨商资源，把优质实惠的
进口商品直接输送回中国。西班牙青田同乡会常务副会
长毛燕伟是其中之一，他的红酒正是通过“义新欧”中
欧班列从西班牙运回来。

“我们的连锁酒庄在全国已经有 30 多家，还有
200 多家经销商。现在中国发展机会这么好，‘一带一
路’又让中西贸易对接更为便利，互联互通带来共赢共
享。”毛燕伟说。

青田，被称作是浙江离欧洲“最近”的县，而青田
侨商，是站在世界地图面前谋划和布局的人。

跟着青田华侨华人回归的，还有一批“洋合伙
人”。 59 岁的意大利人克劳迪奥(Claudio)的冰淇淋工
厂即将开张。“选择来中国创业，是因为这里有无限的
商机；选择来青田创业，是因为我的弟妹想回来，这位
勤劳善良的青田人深受我们家族的信任和喜爱。”克劳
迪奥说。

周勇和意大利红酒商里卡多(Riccardo)合资成立罗
萨露拉商贸公司是第一批进驻青田进口商品城的企
业。这位此前从来没到过中国的“洋合伙人”说：
“我在意大利有很多青田朋友，我想来这些朋友的故
乡看一看。来中国投资，我也一定会选择这些朋友的
故乡。”

既要“护翼”又要“培根”

在意大利当过厨师、剪裁过衣服，担任过外籍议会
议长，如今 50 多岁的叶先平准备回老家青田投资打造
一个“威尼斯乐园”。

起初，让叶先平担心的是，出国将近 30 年，对国
内政府部门职能和相关政策不太了解，此前也听说一些
华侨回国投资被骗的事，心中略有犹豫。

不过，去年 9 月，青田侨乡投资项目交易中心正式
上线试运营，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借鉴淘宝网的布局和功能，青田侨乡投资项目交易

中心在网上形成了“项目超市”，目前已经集聚浙江各
地的投资项目 800 多个，预计年底将超过 1000 个。

青田县发改局局长尹爱华说，青田是中国人均储蓄
最高、浙江省外汇储备量最大的县之一，初步估算侨资
超过 2000 亿元，但是华侨回国投资普遍面临着“不了
解、不敢投、不会投”的情况。交易中心就是搭建一个
公开透明、优质高效、贴心服务的平台。

为了方便华侨华人，青田的各项涉侨服务也在不断
升级。在青田县公安局出入境办证中心，“最多跑一
次”服务已实现全覆盖。从 2017 年至今，累计办理涉
侨行政服务“最多跑一次”事项 2 . 8 万件，还创新使
用“微信”、“钉钉”等即时通讯工作，为华侨华人提
供“零跑”服务。

中国良好的营商环境、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意
识，也让来投资的“洋合伙人”连连赞叹。里卡多
说，因为时差的原因，为了赶在意大利政府部门下班
前办完手续，青田当地甚至有工作人员带着孩子加班
到晚上 9 点，令他非常感动。“这在意大利是无法想
象的。”

青田县委副书记、县长周和平说，改革开放 40 年
来，青田华侨群体有三个明显的转变：从改变生活到创
造美好生活的转变，从单向发展到多方布局的转变，从
游牧拓荒到带路融入的转变。这也要求政府服务要从联
络联谊到服务引导，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从关注局
部到放眼全球，实现华侨产业、资本、总部、智力、安
居“五个回归”。

适应时代的变化，既要保护华侨华人的“翅膀”，
让他们飞得更高更快，也要为华侨新生代持续开展“文
化培根”，无论身在哪里，让他们永葆中国心，永留中
国魂。

青田的“培根夏令营”已经举办了 6 年，目前在全
县有 5 个学校作为培训基地，每年培训人次超 600 人。
青田启文实验学校暑期 300 个“培根夏令营”名额刚公
布，两天时间就被一抢而空。

“夏令营主要针对 7到 18 岁的华侨新生代，课程
除了让孩子学习祖国传统文化和青田文化外，还增加了
课外实践、汇报演出等内容，反响非常好。”青田启文
实验学校董事长孙建伟说：“很多孩子一开始哭着不肯
来，结束的时候哭着不舍得走。”

“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
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曾参加
过夏令营的叶嘉俊一直记得老师教的课文内容，他虽
然生活在意大利，但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他说，这个
夏令营不仅学到了知识还交到了很多朋友，以后还想
来。

“青田正在努力打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创业环境，
一定让侨商放心回家。”青田县委书记戴邦和说，我们
既要为华侨华人的发展和生活提供各种优质服务，也要
通过让从小生长在海外的青田孩子与中华传统文化“亲
密接触”，增强华侨新生代对祖国的文化认同、价值认
同，让他们的心永远向着“太阳”。

十万侨商“回乡记”

▲ 7 月 11 日，救援人员在转移被困村民。当日，受涪江上游来水和降雨影响，涪江遂
宁段水位猛涨，四川遂宁市新桥镇小坝子村村民被洪水围困。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
赶赴现场组织开展救援。 新华社发（刘昌松摄）

新华社香港 7 月 11 日电(记者周雪婷)10
日，香港慈善家田家炳与世长辞，享年 99 岁。消
息传来，海内外各界纷纷表达对这位伟大慈善
家的哀悼。万千追思，化为一句简洁但却令人动
容的话———“我们的家乡都有一所田家炳中学。”

据田家炳基金会统计，田家炳在全国范围
内已累计捐助了 93 所大学、166 所中学、41 所
小学、约 20 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因为在助学
兴教方面的贡献，田家炳曾获得过“感动香港十
大人物”“爱心奖”等奖项，并被授予香港特区政
府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捐出八成财产办学：襄助公益

让我感到幸福

“中国的希望在教育”，这正是田家炳一生
的信念。据悉，他 80% 以上的财产都用作教育
慈善，捐资数目高达十多亿港元。

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在事业上刚刚
小有成就的田家炳就开始在香港东华三院、博
爱医院等多家慈善机构担任要职，推动社会福
利教育工作。1982 年，田家炳决定捐资创办田

家炳基金会，专事捐办教育、医疗、交通、文娱等
公益事业；上世纪八十年代，田家炳在家乡兴建
的广东省大埔县家炳第一中学启用，其后基金
会开始大规模捐建各省区市师范大学的教育书
院和田家炳中学。

田家炳曾说：“我最乐意到内地经济较差、地
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捐款。看到那么多的孩
子能因此有书可读，感觉是毕生最大的寄托。”

老人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内地网友、田家炳
学校毕业的校友纷纷留言表示哀悼：“高中就叫
田家炳中学，老先生一路走好”“毕业于内蒙古
田家炳中学，十分感恩”“眉山最好的高中就是
田家炳高中，感谢田老先生发展教育”……数百
万条留言，字字句句都饱含着对田家炳最真挚
朴实的感恩之情。

最慷慨却最简朴：租房住的香

港富豪

租住公寓、没有专车、自带水杯、一身西装
穿几十年……与对教育事业的慷慨解囊相对照
的，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的简朴生活。而最令香港

市民感怀敬佩的是，这位香港知名的实业家，
晚年居然是租房度日。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无论是田家炳
基金会的收入，还是其公司的周转资金都在
减少，而各地助学资金的申请又源源不断地
送来。这个时候，田家炳下决心卖掉自己住了
37 年的“花园式豪宅”，改为租房居住。

2003 年，田家炳基金会已经超支，但他
还是向银行贷款 600万港元，资助香港理工
大学和城市大学；2009 年，他将名下仅余的
4 座工贸大厦捐赠基金会，把资金收入拨捐
慈善；当时，这 4座工厦估值达 20 亿港元。

租房居住后，田家炳的生活愈加简朴。他
保持着每月 3000 港元左右的生活费，只吃粗
茶淡饭。香港媒体形容他是“最慷慨也是最简
朴”的富商。

以诚立人、一以贯之的实业家

田家炳不仅是一位慈善家，更是一位为
香港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的实业家。无论是在
慈善还是实业领域，他都恪守“勤俭诚朴、己

立立人、以德服人”的原则。
田家炳 1919 年生于广东大埔县，不到

16 岁便辍学从商，后辗转越南、印尼等地创
业。1958 年移居香港开办工厂，伴随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经济起飞，他逐渐成为当
时化工行业的领军人物。

在香港创办工厂时，他投身于塑料薄膜
这一当时前景并不明朗的实业中，希望能做
一项真正推动香港经济的产业，并为失业青
年提供就业机会。

田家炳向世界各地工厂讨教工艺，作精
细的研究，十分注重质量，致力于建立起好的
品牌。他创立的“田氏塑胶有限公司”的生产
规模不断扩大，并将生产线逐渐北移到内地。

从事慈善事业时，田家炳凡事亲力亲为，以
身作则，每到一个学校都会先做报告，并与学生
交流，受到学校师生发自内心的热忱欢迎。

田家炳的公益事业是以个人直接捐资的
方式进行；他捐巨资却始终自谦“香港普通市
民”“做一点小生意而已”；他的简朴更令人难
以置信。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一句话堪为田家
炳一生的写照：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我们的家乡都有一所田家炳中学”
记香港慈善家田家炳

▲ 7 月 11 日，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武警官兵用绳索拖动倒伏树木。 新华社发(刘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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