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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紫金社区很多房子都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包括森仁里。

森仁里本来就是危房，住户搬走的搬走，疏散的疏散。社区担

心的是紧挨着森仁里的崇文弄17号，“大风刮起来，怕森仁里

的瓦片砸下来，殃及崇文弄的居民。”老胡说。

为此，昨天上午 8 点多，老胡就赶到了崇文弄 17 号。他

要一户户敲门动员大家撤离这里。87 岁的朱奶奶一家和另

一户杭州本地人，在老胡动员下，当下答应撤离。但还有两户

出租户的门一直敲不开。老胡决定下午再走一趟。

吃过午饭，老胡又去了。这时，租户薛桂英回家了。

“撤离？我们没地方去啊。”薛桂英面露难色。

“不用担心，我们有临时安置点。晚上你们几点在家，我

来带你们过去。”老胡说，“你知道边上这户什么时候回家吗？”

薛桂英告诉老胡，隔壁这户是送外卖的，每天要晚上9点

才回家。老胡说：“晚上我让他们也跟你们一起去安置点。住

在这里，晚上台风来了，不安全。”

“可以可以，有安置点我们会过去的。”薛桂英说。

安排好这里，老胡赶往皮市巷 105 号查看下水道。一趟

趟下来，老胡嗓子哑了，可他没停下来——因为晚饭时间到

了，他要给几位老人送饭。家住紫金观巷 3 号的王奶奶今年

74岁，是个孤寡老人。老胡带着饭菜敲开了门。大排、牛肉、

花菜、豆芽菜⋯⋯很是丰盛，“菜蛮好蛮好。”王奶奶很开心。

“台风来了，你年纪大了不要出去了！有什么事情给我们打

电话，我们24小时值班的！”老胡扯着嗓门跟王奶奶说。“我不出

去了！这两天都不出门了！谢谢你们过来看我。”王奶奶说。

老胡拎着饭菜赶往的第二家是空巢老人朱大伯家。“很多

人家阳台上的花盆都在外面，容易掉下来啊。”朱大伯提醒说。

“我们会带着喇叭喊一圈，让他们收进去。”老胡让大伯放心。

晚上 7 点，老胡还惦记着没有撤离的薛桂英家，他又去

了，领着薛桂英去了清吟街108号二楼的舞蹈室。这里很大，

全实木的地板，也有空调。老胡把两条簇新的席子递到薛桂

英手里，“刚去超市买的，等会擦擦就可以睡了。”

“我还要去巡逻，你们有事给我打电话。”说完，老胡又套

上雨衣出发了⋯⋯台风来临前的这个夜晚，也许正是多了像

老胡这样的人，这个城市里很多人才会多了很多安心。

本报记者 孙燕 通讯员 王芹

54岁的杭州紫金社区工作人员老胡：

一家一家，敲门劝人撤离 一户一户，给孤寡老人送饭

贾兴华是杭州弘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绿化养护班组的组

长，守护城区树木七年整。为应对“利奇马”，两天前，贾兴华

和同事们就已经开始忙了，要抢在台风登陆前，对集中于路口

或存在安全隐患的树木进行加固、截枝。

昨天早上5点起，贾兴华从中山北路、潮王路到艮山运河

公园、环北公园⋯⋯一直持续到傍晚6点多，他带领着班组内

的8个人，相继搬运400多根的钢管，完成了40多棵树木的支

撑加固。

刚空下来，中山北路请求增援的电话又来了，“那里需要

加固的树木太多，都要赶在台风登陆前做好。”来不及休息，贾

兴华和同事便赶紧驱车前往。

昨晚9点，是值班巡查的时间。风雨交加中，贾兴华和搭

档再一次骑着电动三轮车，带着油锯、手锯、梯子、草绳等工具，

回到了自己管辖的潮王路。一边缓缓骑着车，一边仔细打量着

树木的状态，他们时不时停下来，捡拾起路面上的细小断枝。2

公里的路面巡查下来，车上已堆满了四五十斤的断枝、残叶。

强风扑面而来，雨水不断打在脸上，身上早已被淋湿的工

作服，加上空落落的胃，让贾兴华在这个夏夜感觉到冷。但他

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下来。这个晚上，直到凌晨三点，他都将

奔波在树木的四周，“以防影响交通，要及时清理路面的断枝、

残叶。基本上一阵大风吹过，我们就要巡查一遍。”凌晨三点

后，他打算去公司歇一会儿，养精蓄锐，因为早上五点，他又要

开始新的战斗。 本报记者 张蓉 通讯员 王萍萍

31岁的杭州园林工人贾兴华：

17小时护树，他要和台风抢速度

昨天傍晚 5 点半，

杭州上城区紫金社区小

会议室，老胡扒了口饭，

匆忙穿上雨衣，带着打

包好的盒饭出发了——

这个点，他要给社区里

的一位空巢老人、一位

孤寡老人送晚饭。

老胡名叫胡福喜，

今年 54 岁，在紫金社区

干了 10 年。这两天，老

胡的工作重心一直在

“防台”上。

昨 晚 9 点 ，“ 利 奇

马”步步逼近，杭州风雨

大作。

工作服已被雨水打

湿，晚饭来不及吃，31

岁的贾兴华又披上了雨

披，骑着电动三轮车，奔

向潮王路开始对行道树

的巡查——台风来临前

的这一天，他已连续工

作了约17个小时。

台州人对台风太熟悉了。气象部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直

接登陆台州沿海的台风共有17次，占同期登陆浙江省台风总次

数4成以上。作为一名老气象人，李建粮和台风这个老对手打了

一辈子交道，但几乎很难摸清它的脾性，每个台风都有它的性

格。这次“利奇马”也让这位老气象有点紧张，“这应该是2004

年云娜台风之后最强的一次，和2004年的云娜台风有点相近。”

李建粮对 2004 年的云娜台风印象太深了——当年 8 月

12 日 20 时，强台风云娜在浙江温岭石塘一次登陆，随后穿越

乐清湾，又在乐清市虹桥镇蒲岐沿海登陆，这是 1997 年以来

在国内登陆最猛烈的一次台风。那次台风造成了巨大损失。

不过，李建粮说，与2004年又不一样，现在大家对台风的

预测越来越精准，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

昨晚，台州洪家国家基准气候站的工作人员在狂风暴雨

中施放探空气球，进行高空探测——他们，被称作“喂台风的

人”。每次台风来临，对他们都是极大的考验。一般来说，台

州气象站一天要施放两次探空气球，分别是早上 7 点 15 分和

晚上19点15分，雷打不动，“昨天晚上施放时，瞬间风速达到

17.4米每秒。这么大的风雨，人都要被吹走了。”

这一夜，对李建粮来说注定无眠的一夜，他说，晚上就在

办公室守通宵了，“利奇马”要来，要随时关注台风的风吹草

动。正是这些默默坚守岗位的“追风者”，让我们看到了台风

的样子，让风暴中心的人们得以安全撤离。 本报记者 蓝震

59岁的台州气象人李建粮：

你们追着风跑，让我们获得安全

59 岁的李建粮，是

台州气象局气象服务中

心主任、高级工程师，在

气象岗位上干了 40 个

年头，与台风打了一辈

子交道。

“台风到哪里，我们

就跟到哪里。”站在 9 级

风圈的台州椒江口，他

艰难地吐出这句话，话

音似乎瞬间被大风吹得

无影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