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雪未歇
申城如画

一场大雪让上海美成了童话和

山水画， 昨天市区郊外处处都是美

景。

图①： 大雪为马勒别墅增添了

几分梦幻气氛。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图②： 水 乡 朱 家 角 银 妆 素 裹 ，
从空中俯瞰， 好似一幅江南水墨画。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沪开出春运第一趟增开列车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下雪也阻挡

不住回家的脚步。乘客周祖根扛着大包

小包踏上了从上海回四川南充老家过

年的火车。 昨天 13 时 03 分，3216 次列

车载着 1023 名旅客， 从上海站准点始

发。 该次列车将经停信阳、安康、达州、
南充， 最后抵达终点站———成都站，全
程用时约 31 个小时。 这是上海地区今

年春运开出的第一趟增开列车。
记 者 跟 着 旅 客 下 到 站 台 ， 登 上

3216 次列车。 这是一趟绿皮火车，在如

今已不常见。整趟列车 18 节车厢编组，
其中一节为工作人员休息车厢、一节为

餐车，其余 16 节车厢均为硬座。 “这 16
节车厢中，1 号到 8 号车厢本来就是硬

座车厢，10 号到 17 号，原来是硬卧，现

在改为硬座， 每节车厢可以多载客 22
人。 ”列车长徐文财说。

据了解，因在沪的四川籍务工人员

较多，川渝地区是上海春运节前客流的

最热门、启动最早的方向之一。 今年春

运，四川、重庆、贵州等方向客流进入 1
月下旬即开始启动，铁路部门提前安排

增开部分列车，以满足这部分旅客的出

行需求。
上海站至成都站的 3216 次列车从

1 月 25 日起开行 ，定员 1436 人 ，为方

便沿途旅客购票乘车，上海站预留票额

1112 张、 昆山站 118 张、 苏州站 112
张、无锡站 264 张。

从昨天起，2017 年“12·28”运行图

中 新 增 的 上 海 虹 桥 站 —重 庆 西 站 的

G1974 次列车正式开行，该趟列车也经

停成都东站。 自此，上海至成都方向每

日开行列车增加至 16 趟，运能约在 1.6
万个左右，可帮助更多旅客平安返乡。

据悉 ，2 月 1 日春运正式启动后 ，
上海铁路各次增开列车将陆续投放。

■本报记者 何易 张懿

新白沙沱大桥助力渝贵铁路通车
创下三项世界之最

本报讯 （驻鄂记者钱忠军 通讯员
张静） “大桥通车， 今年春节， 我只需

要一个小时就能够到家了， 以后家人到

重庆吃个火锅再回去， 半天就能够实现

啦！” 看着动车组以不到 17 秒的时间穿

过渝贵铁路跨越长江的重要通道新白沙

沱长江特大桥时， 家住遵义的大桥建设

者冉国松欣喜雀跃道。
1 月 25 日 ， 新白沙沱大桥与渝贵

铁路正式通车。 新白沙沱长江特大桥位

于重庆市长江白沙沱河段， 是渝贵客车

线、 渝贵货车线引入重庆枢纽的重要过

江通道， 同时又是远期预留渝湘客车线

的过江通道。
大桥全长 5320.334 米 ， 主 桥 全 长

920.4 米 ， 主 跨 432 米 ， 上 层 为 时 速

200 公里的四线客运专线铁路 （预留两

线）， 下层为时速 120 公里的双线货车

线， 是世界上首座六线铁路钢桁梁斜拉

桥， 也是世界上首座跨度最大、 荷载最

重的六线铁路钢桁梁斜拉桥， 同时也是

世界上首座双层铁路钢桁梁斜拉桥。
“今天看到大桥通车， 内心充满了

喜悦与自豪， 感觉之前的付出都值了。”
中铁大桥局渝贵铁路土建 1 标项目部副

经理张炜烽介绍， 一线铁路相当于八线

公路的荷载， 新白沙沱长江特大桥有六

线铁路就相当于四十八条公路 线 的 荷

载， 为满足大桥的载重需要， 大桥为双

塔双桁双索面斜拉桥大桥， 全桥钢桁梁

共计 68 个节间 ， 重达 4.2 万吨 ； 斜拉

索共 224 根， 重达 3330 吨， 每根直径

20 多厘米； 每根钢索的锚头直径 50 多

厘米， 一个锚点要锚住两根斜拉桥， 比

一般斜拉桥多一倍； 新白沙沱桥每米可

承载重量将达到 131 吨， 突破了目前世

界上延米载荷最大的桥梁承载重量不到

100 吨这一纪录。

雪天让行，温暖了一座城
一声体贴的招呼，让行人过马路不再有“被催促感”

上海从周三下午起飘落的初雪，到

今天早晨暂告一段落，但道路结冰预警

很可能还会继续。 根据气象部门消息，
前晚到昨晚，上海许多地区的雪量达到

了大雪程度，而今晨西部和北部仍出现

大到暴雪，加上气温较低 ，部分路段积

雪结冰现象可能比较明显，市民出行仍

需多加小心。
昨天上午 10 时，天空飘着小雪，北

京西路胶州路口，一些转弯车辆在人行

道前自觉停下，等候行人过马路。 一位

老阿姨刚想小跑，车上的中年司机探头

招呼：“阿姨侬慢点，当心滑，不急的。 ”
其他过马路的行人听见，也都纷纷慢下

脚步。 一位行人对记者表示，这一声招

呼，让我们过马路不再有“被催促感”。
这两天，等待下雪、堆雪人、踏雪寻

梅……和雪有关的一切都在朋友圈“刷

屏”。 但真的下起雪来，对城市运行却是

一次考验。 记者昨天采访低温雨雪天气

本市道路交通情况时，在路口正好观察

到以上温馨一幕。
自开展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

以来， 本市交通参与者守法意识 、 文

明意识不断提高 。 车辆转弯遇行人过

街， 自觉等候让行； 行人经过车辆时，
主 动 向 驾 驶 员 示 意 感 谢 ， 道 路 交 通

“良性循环” 越来越普遍。 昨天， 申城

雨雪交加， 因横道线湿滑 ， 有市民过

马路时差点摔倒 。 几个绿灯下来 ， 一

旁的交管、 民警就搀扶起好几位 。 记

者看到， 不止一辆车停下礼让 ， 不止

一位司机摇下车窗 、 伸出头来示意行

人稳步慢走。
静安交警支队一大队民警周良是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的参与者、见

证者，他说，从前不文明的驾驶员还会

伸头骂过马路的行人，现在不少司机则

是停车探头提醒行人慢行……市民守

法文明的交通行为，让他人也让自己出

行受益，更在寒冷的大雪天温暖了这座

城市。

确保主副食品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
市商务委紧急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本报讯 （记者陈惟）昨天起，上海

迎来低温雨雪天气。市商务委紧急部署

防范应对工作，确保本市主副食品市场

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
市商务委要求相关企业督促本市

外延蔬菜基地按照合同执行，保质保量

完成蔬菜调沪任务；要求农产品批发市

场、菜市场、超市、配送企业等适量存储

耐储蔬菜， 确保蔬菜市场平稳供应；要

求标准化菜市场与批发市场积极组织

产销对接，减少中间环节，通过订单方

式集中采购货源，降低零售成本，保证

蔬菜市场价格稳定；要求全市1542家社

区智慧微菜场， 每天坚持供应优质蔬

菜，方便市民购买，解决雨雪天气市民

出行困难的问题；要求各相关部门及企

业实时掌握并及时报送市场供应动态，
确保市场信息联络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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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心 树安全发展理念
统筹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

李克强对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作重要批示强调

新华社北京 1 月 25 日电 国务院 1
月 25 日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

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 批示指出： 安全

生产工作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不能

有丝毫放松 。 2017 年 ， 国务院安全生

产委员会认真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

部署 ， 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取得 积 极 成

效， 实现事故总量、 较大事故、 重特大

事故 “三个继续下降”， 为保障经济平

稳运行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出了积极

贡献。 谨向全系统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

候！ 新的一年， 望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坚持以人 民 为 中

心，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统筹推进

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 进一步健全完

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法治体系、 风险

防控体系和监管保障体系， 抓住重点领

域深入排查治理安全隐患， 坚决防范遏

制重特大事故， 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民生改善作出新的贡献。 国务院副总

理 、 国务院安委会主任马凯 ， 国 务 委

员、 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郭声琨、 王勇

出席会议。
会议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扎实做好新时

代安全生产工作， 使人民群众安全感更

加充实、 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
会议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国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 ， 实现 事 故 总

量、 较大事故、 重特大事故 “三个继续

下降”， 重点行业领域、 各地区安全生

产状况 “两个总体好转”， 但安全生产

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仍然存在安全生产

隐患， 本质安全的基础还不牢固。 各地

区、 各部门和各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思想和

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 统筹推进安

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 加快建立完善的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科学的安全监管体

制、 严格的监管执法机制和严密的安全

法治体系、 风险防控体系、 社会治理体

系， 持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

查治理， 锲而不舍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作出

新的贡献。
会 议 还 对 加 强 岁 末 年 初 和 全 国

“两会” 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作了专门

部署。

要闻 综合

昨日晚高

峰， 在世博大

道 上 南 路 路

口， 一位交警

在雨雪中指挥

交通， 确保道

路畅通。
本报记者

陈龙摄

大雪纷飞，城市交通安全有序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交通交警部

门昨天全员上岗，保证城市交通安全有

序。 截至 17 时，本市各类道路交通类警

情较为平稳，其间全市未发生重大人员

伤亡道路交通事故。
全市公安交警加强对杨浦、 徐浦、

卢浦、奉浦、闵浦、长江大桥等桥梁以及

中环、内环、南北 、延安高架和 G2、G15
等高速公路易积雪结冰路段的巡视，加

强道路现场疏导指挥，对发现的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进行严格执法。
记者昨天清晨在 G2 江桥收费站看

到，车辆依次顺畅通过，没有拥堵。 嘉定

交警支队高速大队大队长周雪华告诉

记者，从昨天上午看，没有发现高速积

雪结冰情况，只有部分通行比较少的匝

道有积雪，已经及时清理。

针对雪情可能继续加大，周雪华表

示，一旦有积雪，会关闭部分匝道，减少

车辆通行，提示车辆控制车速 、保持车

距，做到安全行车。 同时出动扫雪车，打
通出城方向 2 号和 3 号两条车道。

随着大雪持续，截至昨天 18 时，本

市内环高架共和新路立交、南北高架鲁

班路转盘、卢浦大桥、延安高架延西立

交、中环高架军工路立交 、中环高架虹

梅路立交、虹桥枢纽、逸仙高架全线、南

北高架广中路以北全线、延安高架延东

立交、 内环高架漕溪立交有结冰路段。

交警提醒驾驶员控制车速，保持匀速驾

驶，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减少变道，安

全谨慎驾驶。
上海高速公路采取限速行驶等措

施。 截至 17 时， 本市各高速公路及入

城段限速 80 公里/小时的有： S2、 G40
(隧 道 内 ) ； 限 速 60 公 里/小 时 的 有 ：
G15 嘉金、 G15 嘉浏、 G1501 南环、 东

南 环 、 同 三 、 S26、 G60、 G2、 S32、
S4、 G1501 北环、 G50； 限速 40 公里 /
小时的有： S32 （闵浦大桥）、 G40。 受

积雪影响 ， G40 长江大桥主桥面采取

撒融雪剂措施 、 崇启大桥引桥段采取

撒盐措施； G50 金泽立交、 同三立交、
外青松立交匝道内采取撒盐措施； G60
松 江 至 枫 泾 段 采 取 撒 融 雪 剂 措 施 。
G1501 南环各匝道内均有不同程度积

雪， 已采取铲雪车作业措施。
水上交通方面，轮渡各客运码头落

实草包、编制袋等应急物资 ，通过宣传

屏幕、警示标志进行防滑提醒 ，确保乘

客安全。 据介绍，船长可根据天气情况

行使“船长绝对权力”，延迟或暂停航班

开航。

全天除冰雪完成一架起飞一架
两大机场昨取消130余架次航班，空管部门表示

本报讯 （记者李静）申城今年首场

大雪给民航运行带来影响。 从昨天7时

至今天1时，上海虹桥、浦东机场航班延

误高挂黄色预警，通行能力下降30%左

右；同时，全国20多座机场因雨雪天气

大面积延误或关闭， 影响上海部分航

班；航空公司取消、合并大量上海出发

的航班，以免旅客滞留机场或旅途。 据

预测， 今天凌晨申城雪势将转为小雪，
对上海两场航班的影响减少。 昨天，华
东地区民航各单位协力奋战，在航班起

飞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严格除冰雪程

序，确保起落安妥。
截至昨天18时，浦东机场全天进港

航班358架次，出港442架次，取消67架

次，延误2-4小时4架次、4小时以上3架

次；虹桥机场全天进港航班171架次，出
港航班220架次，取消71架次，无延误2
小时以上航班。由于各航空公司已提前

取消和合并了部分航班，并以各种方式

提前通知旅客， 机场候机楼内平稳有

序，没有旅客大面积积压现象。
按照要求，飞机不允许带冰雪霜飞

行。昨天的两大机场，除过站飞机外，离
港航班起飞前都要严格地除冰雪。虹桥

机场雪势较大，截至18时，共为167架次

航班除冰雪。 在本轮寒潮前，两大机场

和东航、南航等航空公司已配足场道吹

雪车、场道除冰液撒布车、场道除冰液、
融雪剂等物资应对暴雪天气。

昨天凌晨4时前后，民航工作人员已

开始为飞机和跑道除冰雪准备航班早高

峰，定时检测跑道摩擦系数等。民航华东

空管局管制中心流量管理室负责人孙轶

介绍，虽然浦东、虹桥两场遭遇持续性降

雪， 但昨天气象条件均符合客机起降标

准，一直处于适航状态，关键是除冰雪的

速度，“全天基本除冰雪完成一架， 起飞

一架”。空管部门积极采取预战术流量管

理手段， 对超出保障能力的航班进行

合并或削减，避免旅客与航班在机场长

时间挤压；开足扇区，多方协调空中可

用资源， 为航班起降航行提供便利。
多家航空公司提醒航空出行的旅

客 ， 尽早关注航空公司官网 、 官 微 、
App 等， 出门前查询航班情况。

申城各方积极行动 应对低温雨雪冰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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