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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有重大公路自然灾害发生

时，总能见到这样一群“逆行者”：他

们头戴橙色钢盔，像一条条钢铁长

龙，迎着暴雨、狂风、冰雪、高温等恶

劣天气，从一个灾害现场转战到另一

个灾害现场……他们有个共同的名

字，叫做公路应急保障队员。

日前，交通运输部印发了《关于

公布第一届“最美公路人”名单的

通知》，台州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

心——公路应急保障队获评“最美公

路人”称号，这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

的团队。

台州市公路应急保障队是一支

以应对台风、洪涝、冰雪等各类重大公

路自然灾害为主要任务，兼顾向浙东

地区（甬、台、温、舟等地市）提供重大

公路自然灾害应急支援的应急队伍。

多年来，保障队始终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

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落到实处”的重要指示，按照“平时服

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要求，紧

贴实战抓训练，强化能力勤保障，在

历年重大自然灾害应对处置中快速

反应、高效处置，多次受到上级领导

的高度肯定和社会群众的充分认可，

累计荣获抗震救灾工人先锋号、抗震

救灾先进集体、感动台州十大人物

（集体）、防台抢险救灾先进集体等

30多项荣誉。

强演练，严管理
队伍应急抢险能力有效提升

“要想急时少流血，就要平时多
流汗”——这是台州市应急保障队员
们的共识。为保证在突发事件发生时
能够快速处置，台州市公路应急保障
队每年都会定期开展各类应急技能
培训和实战演练。

——2010年 9月，参与浙江省暨
台州市重点防护目标应急应战救援
演习，表现突出，被台州市委市政府
评为演习先进集体；

——2011年 3月，举办钢桥机械
化架设演练，获原南京军区联勤部部
长杨建华少将高度评价，并得到国家
交战办、南京军区、省交战办、台州军
分区、台州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的高
度赞扬和肯定；

——2015 年 11 月，参加全省公
路突发事件应急演练，获省交通运输
厅、台州市政府领导高度肯定；

——2016 至 2021 年，结合当年
设备配置情况，模拟不同气候条件和
灾害场景，累计开展 10余次综合性
和专项应急演练，有力提升队伍应急
能力和业务水平，推动全市公路应急

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除培训和演练外，保障队还积极

参加省内外各项技能大赛，通过技能
比武提高应急抢险综合水平。

2016年，参加第八届全国交通运
输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队员曾喜胡同
志获“全国交通技术能手”称号。2020
年 11月，参加全省省级公路交通突
发事件技能比武，获得团体二等奖。

敢担当，保安全
公路突发事件处置高效有力

历年来，在省、市两级交通主管
部门的调度指挥下，台州市公路应急
保障队全力应对台风、暴雨、洪涝、雨
雪冰冻等自然灾害，出色完成各项应
急抢险任务，有力保障公路畅通和人
民群众的安全出行，获得上级领导和
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2016年 11月，临海市马上线下
湾桥出现险情，保障队紧急架设 1座
21米钢桥，并于当天晚上完成道路抢
通；2019年 8月，超强台风“利奇马”
登陆台州温岭，保障队紧急集结，赶
赴三门、临海等地参与应急抢险，成
功处置三门水库险情、临海临前线高

边坡塌方、临海国省道积水路面及城
区多处内涝，并架设公路钢桥 2座，
第一时间打通生命通道，为当地群众
灾后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提供有力保
障。

2021年7月25日，受台风“烟花”
影响，宁波地区连续多天强降雨，多
地水位持续告急，内涝严重。保障队
紧急集结，调用 3000型应急排水车、
应急照明发电车、野战宿营车等 4台
大型应急抢险设备，12名设备操作
手，第一时间赴甬抢险。

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职工林
峰，是此次驰援宁波应急抢险队的队
长。去年7月26日0时30分接到命令
时，距他完成三门防台备勤任务并返
回基地仅过去 3个小时。林峰立即停
止休整，着手制定驰援工作方案，几
乎彻夜无眠，一大早就随队赶往宁波
抢险。

林峰带领的第 2组抢险队员，被
指派到余姚城东路铁路下穿立交积
水路段开展排水作业。当时，该路段
路面平均积水深度超过 1.5米，桥下
积水超 2.5米。队员们到达受灾现场
后，立即开展排水作业。然而，由于积
水过深，加上接连暴雨导致姚江江水
不断倒灌，排水工作遭遇重重困难，

该 路 段 水 位
一度难以下降，
甚至不降反升，公
路积水最多时深达
3.5米。

经过连续一个昼夜的奋
战，该路段积水终于全部排除，累计
排水达 9万多立方米。完成余姚抢险
任务后，按照当地指挥部指令，队员
们又马不停蹄地赶赴宁波城区救灾。

在余姚、海曙开展持续 4天 4夜
的不间断排水作业，保障队共处置公
路积水路段5处，累计排水近50万立
方米。期间，除了吃饭和短暂的休息，
队员们几乎没有停歇，他们凭借坚定
的意志力和对群众高度责任的使命
感，积极克服病痛、伤痛、疲劳，全面
完成抢险任务。

善创新、重研发
保障专业化水平不断增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台州市公路应急保障队深谙其中之
道。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应急抢险
设备、机具及相关技术的研发工作上
不遗余力，并注重结合应急实践，及

时
总 结

经验，开展多
项设备制作
和技术研发。

——2008
年，参与研制

装 配 式 公 路 钢
桥成套机械化架

设机具，解决了钢桥
的机械化吊运、架设和

整桥推送到位等问题；
——2009年，参与研制钢桥集装

化吊运机具，实现 12米双排单层集
装桁架组吊上（或卸下）集装箱卡车，
钢桥构件快速、可靠投送；

——2012 年，承担国家交战办
《大跨径斜拉装配式公路钢桥》科研
任务，并于当年成功架设 94米大跨
径斜拉装配式公路钢桥，2013年成功
架设 102米大跨径斜拉装配式公路
钢桥，实现装配式公路钢桥跨越能力
的突破，有力拓展装配式公路钢桥适
应范围，研究成果经交通运输部专家
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自成立以来，台州市公路应急保
障队始终以抢险救灾为己任，持续参
与省内、市内各类重大灾害处置。

20多年来，虽历经管理单位多次
更名及队员更新交替，但不管外部环
境如何变化，这支队伍勇于担当、不
畏艰险的作风和为民服务的宗旨始
终不变。今后，还将一如既往底为公
路交通和地方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台州市公路应急保障队抢险救灾历程—台州市公路应急保障队抢险救灾历程

““最美公路人最美公路人””是怎样炼成的是怎样炼成的

除冰雪保畅通除冰雪保畅通

温岭月河大桥演练温岭月河大桥演练

开展应急演练开展应急演练

台州市公路应急保障队全员合影台州市公路应急保障队全员合影

通过架设的应急桥梁通过架设的应急桥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王荧瑶王荧瑶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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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块宽阔平整的晒场搭起银幕，

架好放映机，人人脸上写满喜悦——

这样的场景在临海的山区农村早已

屡见不鲜。

17年来，临海市始终坚持服务

农民、服务基层，积极开展送电影下

乡，实现了全市所有行政村、社区、广

场和学校放映全覆盖,累计放映场次

达14.27万场，观影人次达4130.86

万人次,农村电影放映场次、观影人

数及放映普及率一直位居全省县

（市、区）前三。

露天电影重回农村

从 2005年国家广电总局在台州
试点农村电影“2131”放映工程开始，
临海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就大胆地
揽下了数字电影下乡这单活。

让高端城市影院理念全面覆盖
边远山区海岛——凭着这样的信念，
电影公司正式组建专职农村电影放
映队，由一名中层骨干担任队长，并
招聘抽调了 20多名业务精湛的放映
人员，购置并租赁了近 30套数字电
影放映设备，长期坚持巡回在全市近
700个行政村和社区（居委会），为农
民群众送上电影文化精神食粮。

“只要天晴，公司里的 25支电影
放映队就会一村一村地走过去。”临海
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朱云辉说，
这么多年来，放映队足迹遍布临海所
有行政村，根据农村节令及农忙农闲
情况，合理安排送电影下乡进村居。

乡村重新挂起了银幕，看电影已
经成了村民间交流的好平台。

海拔400米的尤溪镇山舟村因地
处偏僻，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
村里只剩下100多位老人。以往，老人
们吃了晚饭就是聊聊天，天冷时就一
起烤烤火。有了农村数字电影后，“晚
饭吃好了吗？吃好了看电影去！”成为
老人们相互打招呼的口头禅。

在此基础上，电影公司又在崇和
门西广场、大洋社区等地架起了固定
放映银幕架，设立广场休闲“电影角”。
每年5月到10月，只要不下雨，露天电
影就会在傍晚准时开场，总会吸引一
大批中老年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

把点映权交给农民

虽然农村大多数家庭都有了电
视，可放映队依然“影迷”无数。

每年，临海市电影主管部门都要
制订放映任务方案，电影公司具体负
责实施并印制全市所有行政村负责
人名册，确保农村公益电影全覆盖。

同时，公司创新推行“菜单式”订片、
“点播式”放映的方式，由群众决定放
映影片内容和时间，让大家看上最愿
意看的好片、新片。映后再回访跟踪，
收集意见建议并进行整改。根据反馈
意见满意度情况，公司对放映队进行
排名，排名前列的将获得优先续签合
同、增加场次和补贴金额、优先更新
设备器材等奖励。

农村电影放映农民做主，此举使
得临海每年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群众
满意率达到 98.5%以上。

为了不断改善农村群众观影条
件，实现农民群众“由室外站着看到
室内坐着看”的转变，电影公司在临
海市人民政府、临海市委宣传部大力
支持下，在当地村镇的协助下，精心
组织对全市农村固定放映场所进行
提质改造，积极利用农村文化礼堂、
文化活动中心等进行定点放映。该项
举措更是得到了省、临海市两级财政
的大力扶持，自 2005 年至 2021 年，
省、临海市两级共拔付财政补助资金

3200多万元。
同时，电影公司将市区影院改造

退下来的 500多把座椅无偿捐赠给
大田街道大屋村、沿江镇青潭头村等
农村文化礼堂。目前，该市 120多个
农村固定放映场所基本实现室内放
映，农民群众反映良好。

送电影一道送科教

长期以来，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单
调。电影下乡，极大地丰富了村民们
的夜生活。大家在尽享视听盛宴的同
时，文化的种子也悄然扎根。

针对农民生产生活需求，电影公
司每年合理安排与农民农业生产相
关的近百部科教片进行放映。同时，
积极配合中心工作宣传，采取影企联
姻方式开展送电影下乡活动，放映有
关生态农业、交通安全、环境生态保
护、消防安全、森林防火、禁毒教育、
艾滋病预防等科教片。

“公益电影下乡，真正地由单纯的
送电影，升级为送政策、送信息、送技
术、送法律。”朱云辉说，一改平时靠书
本和发放宣传单传播知识的方式，更
加通俗易懂，在农村大受欢迎。

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农村
数字电影也发挥了独特作用。2019
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农村
公益电影展映活动”中，临海共组织
放 映 公 益 电 影 2041 场 ，完 成 率
115%，为浙江省唯一放映场次超过
2000场的县（市、区)；借助台州电影
博物馆组织专题展览，展出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台州农村电影发展变
化的实物文字和图片资料，参展人
数达3万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临海市举办“跟着电影
学党史”活动，两个月时间在全市
100个村居放映红色电影 100场；在
中小学校园，以电影形式回顾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年的伟大历史进
程，营造了浓厚氛围，农村公益电影
放映的影响力，正在一步步扩大。

惠农更惠及全民

让电影成为每一位市民触手可
及的文化享受。这是朱云辉一直坚持
的信念。

在活跃农村主阵地放映的同时，
电影公司主动延伸放映阵地，推进电
影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并创造条
件为养老院及儿童福利院等特殊人
群（场所）提供服务，扩大电影大餐受
益范围。

如何让低收入居民、老年人、残
疾人也能看到精彩的电影？2007年 8
月，“低保公益电影”计划启动，电影
公司在台州电影院开出一间能容纳
近 200人的影厅，每周六、周日下午
和晚上各放映一场。凡是市区最低生
活保障对象、特困职工、残疾人，每人
都能享受每月一次的免费电影。如果
一场电影看得不过瘾，他们可以凭手
上的卡购买 2元一张的优惠电影票。
这一计划每年放映 200多场电影，受
益观众在3万人次左右。

视障人士是不是也能“看”电影？
2021年7月，在崇和大洋影城的红色
题材视障人士无障碍观影活动现场，
来自全市多个镇(街道)的 40多名视
障人士坐在影厅内“观看”红色影片

《1921》。伴随着影片故事情节不断跌
宕起伏，故事娓娓道来，这群“特殊观
众”以“聆听”的方式，度过了热血沸
腾的 120分钟。启动仪式后，临海还
推动无障碍电影进村(社区)，惠及全
市千余名残疾人。

经过 17 年的实践，数字电影下
乡已成为临海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道
亮丽风景线，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注
入澎湃的文化动能。

数字电影下乡普及率位居全省县数字电影下乡普及率位居全省县（（市市、、区区））前三前三

临海临海：：大银幕点亮乡村夜生活大银幕点亮乡村夜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