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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泰山东麓遭遇百年
未遇特大短时强降雨，最大降水量
达 277.1 毫米，形成严重山洪灾
害 ， 泰 山 景 区 大 津 口 乡 、 黄 前
镇 、 下 港 镇 累 计 受 灾 5753
户、27104 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580.66 公顷，各级道路受损 70 余
公里，各类桥涵损毁 92 座，群众
房屋损毁150余间，直接经济损失
达 5.7 亿元。雨过云散，洪水退
去，泰山景区干部群众以“灾”为
令、争分夺秒开展灾后重建，全力
恢复受灾地区正常生产生活。

暴雨致使泰山景区三个乡镇不
同程度受灾，大津口乡境内主要河
道麻塔河形成较大洪水，部分河段
水毁、农田苗圃受淹，多处道路被
冲垮、地堰倒塌，在水利设施、农
林业、道路、桥梁方面造成重大经
济损失。黄前镇河道水库、塘坝水
位急速上涨，多个村庄的道路、桥
梁、房屋、农田等均不同程度受到
了损毁，给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带
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在灾
情 最 严 重 的 下 港 镇 ， 道 路 、 桥
梁、房屋、农田、水利工程等不同
程度遭受损毁，该镇一 95 岁的老
人直言，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
的洪水。

洪灾发生后，泰山景区第一时
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景区党工
委、管委会组建抢险救灾现场指挥
部，党工委书记亓利群、管委会主
任肖玉果坐镇一线指挥，徒步察看

灾情，并请求驻泰安某部官兵开赴
灾区紧急救援；同时，委派党工委
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马生平，党工
委委员、景区公安分局局长单刚率
领机关干部及消防救援队员、公安
干警绕道抵达受灾最严重的木营村
抢险救援；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陈传帅率领机关干部抵达黄前
水库指挥防汛抗灾；各乡镇干部职
工按照包保分工到联系点行政村驻
村值守，与灾区群众吃住在一起，带
领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生活恢复。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泰山景
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7月25日下
午，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到泰山
景区就“7.12”特大暴雨灾后抢
修、重建工作现场办公，要求各级
各 相 关 部 门 牢 固 树 立 “ 人 民 至
上，生命至上”工作理念，强化底
线 思 维 、 风 险 意 识 ， 尽 最 大 努
力、以最快速度，一劳永逸、保质
保量做好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尽快
恢复当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严密
防范次生灾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7月26日，景区召
开专门会议，传达了市委、市政府
关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加快推进“7.12”特大暴雨
灾后修复重建，计划9月底前主要
基础设施基本恢复。

洪水来临时，三个乡镇的乡村
干部们不畏险情，逆流而上，冲锋
在防汛抢险第一线。面对不断上涨
的洪水水位，面对不断更新的水情

通报，大家一刻也不敢松懈，时刻
用最好的状态和精神面貌坚守岗
位，乡镇干部全部下沉村庄，24
小时坚守灾区四天多，快速开展群
众转移安置、巡查排险、路障清理
等工作，尽最大努力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每一位党员干部都
走上了抗洪一线“战场”，甘当抗
洪抢险“战士”，连夜奋战、默默
坚守、无怨无悔。洪水退却时，他
们顺流而进，与淤泥作斗争，同心
协力共筑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修复
美好家园。为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三个乡镇党委、政
府切实加强防汛预警，动员乡村干
部疏通塌方路段，进村开展清淤清
洁、消杀防疫等工作。同时，三个乡
镇组织广大村干部对受灾区域深入
开展风险点排查，对积水严重区域
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抢排、抢修，加快
供电供水、通讯交通设施恢复，全力
抓好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大家用行
动践行了初心与使命，用坚守诠释
了责任与担当，用态度凸显了泰山
景区干部职工的担当与力量。

据介绍，在洪水退却后，泰山
景区第一时间协调中铁十八局进入
灾区施工，完成了下港镇转山头桥
临时通道等前期应急工程建设。景
区紧急组织 16 支抢险救灾施工队
伍，会同市交通发展投资集团、泰
山城建集团，倒排工期、抢抓进
度，以打造百年工程的标准，全力
推进水毁工程抢修和灾后重建。目

前泰山景区已经完成道路桥梁的规
划 设 计 ， 下 港 大 桥 重 新 安 装 护
栏 ， 茅 茨 舍 桥 重 新 选 址 ， 港 石
桥、转山头桥、马蹄峪桥原址重
建，其他桥梁也全面开始施工。

受 灾 最 为 严 重 的 下 港 镇 党
委、政府，不等不靠，积极组织干部
群众展开灾后自救和重建工作。据
下港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全镇各
村共出动机械 115 台次，组织灾后
重 建 劳 动 力 2290 余 人 次 ，共 抢
修、疏通道路 11485 米，对 16 座影
响群众出行的桥梁修建临时便道或
进行加固，方便群众出行，特别是对
港石路修建临时便道 1 公里、转山
头桥修建临时桥梁 60 米，解决了
8000多名群众的出行问题，马蹄峪
大桥、茅茨舍大桥、过马滩桥、木营
桥 等 重 要 桥 梁 也 正 在 进 行 打 桩
基、桥引修复、护板加固等工程建
设。下港镇已修复顺河堰 1600 余
米，清理河道树木 3700 余棵、淤柴
和垃圾110余吨，同时印发了《致全
镇在外乡贤的一封信》，镇、村两级
积极联系在外能人和乡贤，协调上
级部门、联系爱心企业争取支持，有
力地保障了各项工程的推进。

泰山景区慈善协会也面向景区
全体工作人员开展了赈灾捐款倡
议，支持各乡镇灾后重建工作，尽
快恢复受灾群众的生活秩序。捐款
当 天 ， 累 计 募 集 善 款 133.7 万
元、水泥等物资 30 吨。目前捐款
活动正在进行中。

为 迎 接 党 的 二 十 大 胜 利 召
开，用镜头记录岱庙景区的自然风
光与人文内涵，近日，泰安市博物
馆启动了“千年岱庙”摄影作品征
集活动。

摄影作品征集时间为7月21日
至8月31日，各地摄影家、摄影爱
好者均可参加。作品内容以体现岱
庙景区自然风光、旅游特色、文化
内涵为主题，可以涉及关于岱庙风
景区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民俗
风情等，摄影作品健康向上，富有
时代特色。作品经主办方评选入围
后统一装裱，将于 10 月 1 日至 10
月31日在岱庙临展厅展出。

泰 安 市 博 物 馆 工 作 人 员 介
绍，征集作品题材多种多样，可以
通 过 镜 头 生 动 展 现 岱 庙 自 然 风
貌、文化资源和历史底蕴；记录游
客和工作者的动人瞬间，客观平实
地 展 现 参 观 者 的 获 得 感 、 幸 福

感；展示岱庙传统文化保护等方面
的照片作品，弘扬正确鲜明的价
值观。

征集作品为以展现岱庙文化为
主要内容的图片作品。图片应具备
色彩丰富清晰、构图完整、表现力
强等要素，不低于500万像素，单
图 文 件 不 小 于 3M， 图 片 格
式：JPG、JPEG、PNG、BMP 均
可。投送摄影作品需注明作品标
题、简要文字说明、拍摄时间、地
点以及拍摄者的姓名、联系电话
等 ； 标 题 要 主 旨 鲜 明 、 简 练 准
确，说明内容导向正确、主题鲜
明、表述准确、逻辑清晰。活动要
求所投摄影作品真实反映所摄场
景，原则上为纪实作品，照片可
在不改变原貌的情况下做适度后
期处理，禁止使用数码后期手段
拼合虚假的画面内容。所投摄影
作品必须为参选者本人所摄，对

所提交作品拥有独立、完整的著
作权，并保证其投送作品不侵犯
他人权益，涉及法律等相关责任
由作者自负。

收到作品后，泰安市博物馆将
组织专业人士对参展作品进行评
选，并在评选结束后将入围作品公
布于岱庙官网所开设的专题专栏
内。作品入围者将被认定为岱庙官
网特约摄影通讯员并颁发聘任证
书。另外，所有参选作品若发生侵
犯他人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
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纠纷均
由参选者自行承担。每位参选者所
投作品均默认视为已明确同意主办
方拥有其使用权，并可将作品用于
公益展览、展示等。

参加活动作品需投稿到市博物
馆 邮 箱 tasbwgzc@163.com，联 系
人马老师，电话 0538-6265025。本
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主办单位。

水退人进重建忙 分秒必争显担当

泰山景区保质保量做好灾后重建工作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李岩 宋凯

市博物馆举办“千年岱庙”摄影作品征集活动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李岩

工作人员清理河道。 通讯员供图 工作人员抢修受损道路。 通讯员供图

岱庙。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