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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10月 9日，朱嘉俊的手机扬声器
因为“不堪重负”，坏掉了。面对蜂拥

而至的来电，他只能打开免提接听。

此时，距离余姚迎来“降水量居

全国之首”的大雨已经有两天，距离

朱嘉俊决定参与余姚民间救援已有

一天，距离他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在微

博上发布不过几个小时。“全是受困

老百姓打过来的。”朱嘉俊告诉记者，

“来电基本没停过。”

志愿者朱嘉俊平时的身份是《中

国企业报》宁波记者站站长。“我们没

有救援方面的经验，但这是我们的家

乡。”朱嘉俊说道。

“宁波微博联盟”

“我们这个地方有个说法，叫‘无

风不成灾’。”朱嘉俊表示，“无论是政

府还是民间，没有人料到仅仅大雨会

出什么问题。”事实上，严重的城市内

涝造成了余姚市交通瘫痪、断水断

电，不少民众被困在家中———微博，

成了他们的一条呼救通道。

经过短暂的讨论，几个救援的

“门外汉”立即行动起来。筹措皮划

艇、救生衣、药品等救援物资成了当

务之急，令朱嘉俊等志愿者们没想

到的是，微博上的“扩散”竟然收到

奇效，陌生网友纷纷伸出援手。“最

后，宁波市慈善总会都找我们借皮

艇来着。”朱嘉俊表示。

朱嘉俊颇为兴奋地给这个团队

起了个名字———宁波微博联盟。“我

们是因为微博知道了余姚乃至浙江

的灾情，因为微博召集了这么多的

爱心人士，叫这个名很合适。”

被指“官冷民热”

潘建标是“宁波微博联盟”中第

一批赶往余姚的志愿者———他的日

常身份是宁波俊腾申银网络有限公

司 CEO。9日，潘建标与同事带着朱嘉
俊等人筹措的 100多艘皮艇、20多车
物资到达灾区。

“一开始是有些伤心的。”潘建标

说道，“我们到了政府设置的救援中

心一看，寥寥几个人，也没有多少物

资，感觉这事没有得到重视。”

第一批物资由余姚救援指挥中

心接收。潘建标等人被告知，这些救

援物资将分发至政府设置的救援点，

并通知居民前来领取。“当时余姚有

些地区水深已经达到两米，人家过不

来怎么办？”潘建标有了疑虑，在与朱

嘉俊商讨之后，他们决定开展“点对

点”式的救助。

“可能政府对这方面没什么经验

吧，人手不足也能理解。”朱嘉俊表

示。但整体救援情况被余姚民众认为

“官冷民热”，是毋庸置疑的。

这种“民间自发”的力量还体现

在容纳大量劳动力的组织———企业

身上。厂房位于余姚市高铁站附近的

宁波西摩电器有限公司，在 7日到 9
日三天便经历了从“被困者”到“救援

者”的角色转变。

“10月 8日是最困难的时候。”西
摩电器总经理徐希洛告诉记者，“断

水断电、厂房被积水围困，驻厂的 200
多名工人，再加上周边前来躲灾的

100 多名老百姓，300 多号人的吃饭
问题都解决不了。”

9日，“宁波微博联盟”的救援适
时出现，而朱嘉俊也给西摩电器提出

了自己的要求———让其员工加入救

援行列。“我们当然愿意，立即就派出

了两组人去各个区域分发物资，并且

腾出公司大厅作为物资集散地。”徐

希洛表示，“这个工作我们会一直做

到灾情完全过去。”

大水过后

据余姚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

博消息：截止到 10月 11日 17时，全
市直接经济损失 206.5亿元，其中工业
企业损失 48.9 亿元，商贸企业损失
43.4亿元，交通运输及通信等基础设施
损失 33.8亿元，农林牧渔损失 29.5亿
元，水利设施损失 10.6亿元，城市受淹
直接经济损失 35.1亿元，其他损失 5.2
亿元。

这依然是个不确定的数字。“我

们企业的损失还没统计出来，相信很

多企业也是一样。”徐希洛告诉记者。

而“宁波微博联盟”的救援行动，

在 10 日晚上 8 点 30 分已经宣告终
止。“目前水退的很快，我们就通知很

多志愿者不要再捐赠物资，或参与救

援了。”朱嘉俊说道。

本报记者 彭涵

“宁波微博联盟”发力 余姚救灾被指“官冷民热”

灾后重建，
企业忧心政策流于形式
谢军 本报记者 徐军

据调查，今年“菲特”台风给余姚造成了巨大影响，余姚远

东工业城、兰江工业园以及城北企业都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在

洪涝灾害过后，余姚市各类企业该如何恢复是企业关注的重

点。

企业：供电供水是恢复生产的前提

近日，宁波市政府出台《关于工业企业开展灾后自救全力

恢复生产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各地、各相关部
门坚持一手抓救灾，一手抓复产，确保全市工业经济发展大局

平稳，并从专项资金、税费政策、金融政策、服务保障等多个方

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扶持举措。

对此，受灾最为严重的余姚市一些企业老板回应称，“我

们需要的是政府带来的切实的实惠。一张红头文件，一阵雷

声，接下来什么都没有，对于我们企业重建没有任何帮助。”

余姚贝隆精致模具有限公司邢经理告诉记者，当前，整个

远东工业园区断电断水，无法开展企业重建工作，企业现在最

希望政府能做的事是抓紧抢修电力和供水设施。

余姚贝贝电器有限公司张经理告诉记者，“眼下我们需要

政府为我们做四件事，第一，及时抢救电力、供水设施，确保工

业园区的水电供应，这样才能配合我们开展自救工作。第二，

抓紧排涝泄洪，把工业园区的水抽走，我们才能对设备进行检

修；第三，抓紧对通讯设施进行疏通，以确保和外界联系畅通，

我们才能向客户说明我们的情况，缓解客户对我们信誉的错

误评价；第四，抓紧对城区交通运输畅通，我们外面的合伙企

业才能来到我们这里，协助我们自救。”

政府：开通绿色通道，做好金融支持

10月 11日，余姚市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金融支持
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通知。余姚市政府呼吁市内

各级金融机构特别是各家保险机构要做好灾后的支持工作。

各家保险机构一定要做到勘察及时，定损及时，赔付及时。

在接受采访时，余姚市市长奚明表示，关于企业灾后重建

的措施分为两步，第一，要求各家保险公司及时对受灾企业进

行理赔，一定程度恢复企业的损失；第二，针对企业灾后重建，

市政府根据宁波市政府《意见》，在专项资金、税费政策、金融

政策、服务保障等多个方面将制定更为具体的措施。

奚明还表示，市政府强调各家银行的贷款是用于灾后重

建工作的，一律优先办理，必要时可以开通绿色通道，也可实

行一定的利率优惠，确保灾后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企业或农

户无法按期还款的，可适当延长还款期限，坚决杜绝因贷款而

出现灾害升级的局面。

台风过后的余姚：
被浸泡和被冷落的

谢军 本报记者 徐军

“自救，加油 ! ”
现在，这正是余姚受灾企业家们

的心声，“只有积极自救，企业才能早

日恢复生产”。

近日来，“菲特”台风突袭浙江等沿

海省份，其中宁波余姚市是受灾最为严

重的地区之一，70%以上城区被淹。浙
江远东工业城里一片汪洋，听不到工业

生产的声音，看不到忙碌的工人。

据调查，余姚城区的交通基本瘫

痪，余姚市区、陆埠及四明山区不仅

断电断水，就是住宿也十分紧张。目

前，大部分工业区职工只能靠厂里发

放的食品和水维持生活。

工业企业：
争取更快恢复生产

2013年 10月 11日下午，记者来
到宏迪企工量具有限责任公司的厂

房所在地，公司厂房一楼被洪水浸

泡，公司仓库中的纸制品已经损坏，

工厂里除了保安，已经没有员工了。

宏迪有限公司周边的道路都被

洪水淹没，零星的几个员工，踏水走

进去。记者赶过去采访了一位宏迪有

限公司的员工胡贵林，胡先生说：“余

姚远东工业城被洪水淹了，城里的企

业全部停止生产，我们公司正在组织

员工开展自救。”

据胡先生介绍，远东工业城附近

的村庄里水很深，大部分外来务工的

员工租住的平房都被洪水浸泡了，宏

迪公司在了解情况后，立刻组织人员

把公司二楼以上仓库腾出来给他们

住，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解决住宿问题。

胡先生还说：“我们解决了我司

员工的生活困难，也是在帮助社会，

给社会送温暖，现在整个余姚都是受

灾区，公司自救就是为社会做贡献，

我们早日恢复生产，社会的损失也会

减少许多。”

此后，记者来到余姚嘉乐电子有

限公司厂房，嘉乐公司工厂里积水还

是很深的，在嘉乐公司许经理带领下，

记者参观了该公司的仓库，很多产品

被洪水浸泡，有一种刺鼻的味道。

许经理说：“恢复生产需要一个

月之后，目前厂里的员工用水和食物

缺乏十分严重，我们公司从其他地方

买来发放给员工，缓解工业园区职工

的用水和饮食紧缺的压力。”

10月 12日，记者来到划一马达
有限公司，厂里的积水还一处一处的，

公司门口的淤泥还没有干。划一马达

有限公司李经理告诉记者，这次洪涝

灾害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失，公司仓库

被洪水倒灌，公司数百万的产品被洪

水浸泡。为了挽救公司的损失，公司组

织全体员工开展抗洪自救活动。

李经理说：“我们已经把仓库的

积水排出去了，现在正在进行自我发

电实验，满足职工的生活用电，目前

公司职工宿舍没有水电，我们都是从

外面用卡车运输自来水。”

在谈到公司的恢复生产时，李经

理说：“公司发电，一方面保障员工正

常的生活，另一方面为恢复生产做准

备。在机器设备可以正常运转的情况

下，我们就开始恢复生产。我们已经

把详细情况和客户沟通联系了，公司

会尽快把产品提交给客户。”

小微企业：
抢救产品是公司当务之急

“菲特”台风过后，余姚到处是一

片汪洋，城南、城中以及城北的小微

企业受灾比较严重，城里居民区以及

工业城/园积水较深，有些地方的积水
深达 180cm以上，居住在一楼的居民
和小企业厂房被洪水浸噬了，企业仓

库成了水库。

近日，记者走访了小企业康贝儿

童用品有限公司，康贝公司负责人陈

总指着被洪水浸泡的纸箱说，“我们

公司主要生产出口美欧的儿童用品，

这次台风来袭，我们公司厂房的水位

都在 70到 80cm，公司产品都被洪水
浸泡了。抢救被浸泡的产品是我们自

救的主要工作。”

陈总指着被洪水浸泡的包装外

箱说：“这些损失就已经上百万了，这

批儿童用品现在是无法出口，公司的

直接损失最低也要在几百万元，当

前，我们公司开展自救，就是给公司

的员工食物吃和水喝，发放正常的工

资，组织员工抢救和转移产品。”

小微企业余姚市最辰模具厂周

经理告诉记者，“这次自然灾害是我

们余姚百年一遇的灾难，以前，我在

电视上看到其他地方的抢险救灾，没

有感觉到受灾地区的真实情况，这次

我们余姚抗台比较失败，洪涝灾害给

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损失。”

“像我们这样家庭作坊式的企

业，主要关心的是生产的产品成品，

我们企业的生产设备比较少，受到雨

水浸泡了，它们在技术检修后可以使

用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即便不能使

用，最大损失也就一两百万。”周经理

说。

据周经理介绍，该厂在开展自救

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开展对员工送温

暖的方式，保障本企业员工在自然灾

害中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为员工投

入企业自救免除后顾之忧。

周经理还说：“自救是当前余姚

大中小企业的主旋律，我们不能坐着

等待外援，我们也不能被洪涝吓倒，

我们要组织我们的员工开展自救，这

是我们企业恢复生产的通道。”

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与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2013中国科技与信息产业周”在杭州世贸国际展览中心，与
第十五届中国杭州西湖博览会共同举行了开幕式。

主办单位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会长段瑞春表示，当今我

们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科技与信息正以无法

估计的能量影响着社会，科技与信息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重

要力量。我们要立足全局、面向未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从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

题、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

中国科技与信息产业周与西博会同期开幕

【台风中的余姚之特写】

由贵州省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贵州省精神文明指导委

员会等单位指导，仁怀市委、市政府主办的“创建中国文明酒

都，诚信做酒”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仁怀市举行，近 200 家酒
企进行了诚信承诺。多家酒企在现场签订加入中国产品质量

追溯网络平台合作协议。中国产品质量追溯运营中心主任王

仕杰介绍，该产品质量追溯网络平台，不仅可以让消费者轻松

辨别每一瓶产自仁怀酒都酱香型白酒的真实身份，也能有效

灭杀屡打不尽的假酒。 （天宏）

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通过政府为媒助融资、创新方式

巧融资、搭建平台促融资等三招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采取

多项措施引导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力度，

牵线搭桥 30 余家企业融资 33.6 亿元，同时，还申请扶持资
金 50 多亿元。以 TOT 融资模式，对羊坊污水处理厂特许经
营权进行了融资，融资额达 2.65 亿元。截至目前，宣化区先
后成立盛源、光大、春光等 6 家小额贷款公司，累计为 60 余
家中小企业及初次创业人员解决资金困难，融资额达 20 亿
元。 （范国华 秦伟）

河北宣化区“三招”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仁怀酒企将全面实现产品质量可追溯

受台风“菲特”影响，至 10月 8日上午 4时，余姚过程雨量 478毫米，姚江水位达 5.33米，24小时降

雨量和姚江水位均为 60多年以来最高纪录，累计降雨量相当于 68个西湖。个别公司厂房水位高达 70

到 80cm，企业纷纷进行自救，抢救被浸泡的产品。有企业负责人认为，此次余姚抗台“比较失败”。

【台风中的余姚之调查】

受灾的余姚市民在社会力量的帮助下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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