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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高峰前成功排除风险隐患
据统计，前天12时至昨天15时，中心

城区徐汇区到岗值班值守人员1980人

次，市政养护、绿化市容、房管、医疗等专

业抢险队伍15支共计2793人， 加快应急

处置，实现闭环管理。 对店招店牌、高空

坠物隐患进行重点排查整改， 已加固广

告设施、店招店牌1479块，拆除其中存在

安全隐患的442块。

【现场直击】

昨天清晨6时许，徐汇区灯光广告管

理所副所长杨跃华已接近24小时未眠未

休。为备战台风“温比亚”，杨跃华所在的

区灯光广告管理所员工们已全体到岗各

就各位，一部分人负责“低头”，紧盯网格

管理的实时监控画面， 随时准备上街面

处置突发情况； 另一部分人则负责 “仰

头”，在路面迎着风雨不断实地走访排查

险情……杨跃华说， 几乎所有人都绷紧

着神经，就为了“掘雷”，尽可能排除每一

个风险隐患。

6时许，前方防台防汛巡查中的同志

传来急报： 发现龙华中路东安路路口的

巨型公益设施出现倒伏情况。

接报后，杨跃华第一时间带领两支机

动队伍赶到现场。在现场，杨跃华看到，龙

华中路东安路路口的巨型公益设施已被

台风吹倒，该设施高4米、宽20米左右，为

金属材质，倒下来的公益设施将马路特别

是上街沿的一侧通道完全挡住了，如果不

及时清理，上班高峰期会严重影响行人通

过。有着丰富抢险经验的杨跃华脑子里还

闪过一个更危险的画面： 吹倒的设施，已

有表层金属破裂迹象， 一旦碎片被风吹

起，极有可能伤害行人。

距离上班高峰还有一小时左右，应

急预案立刻启动。 杨跃华带领大家在周

围拉起围栏，设立安全警戒线；同时，紧

急调动周边抢险队伍， 用人工乙炔氧气

处理的方式，迅速切割倒伏的大型设施，

运输车也及时跟上， 将倒伏的设施尽快

搬运、撤离。

这一边，正在切割搬运倒伏设施；另

一边，路面清理队伍同步跟上，在快速清

理路面的同时， 对周边公益设施进行加

固。在杨跃华的协调指挥下，几支抢险队

伍“无缝衔接”，大约40分钟后，该事故场

面清理完毕， 赶在上班高峰前保持了路

面车流和行人通畅。 一个隐患就这样被

顺利“掘”走。 风雨中，杨跃华和同事们的

身上雨水、汗水已混在了一起。

将胳膊伸入积水中掏清杂物
昨天市路政局待命应急抢险人员

9127人，出动人员14684人次；出动移动

泵车31辆、抽水泵249台、发电机116台、

抢险车2780辆， 调运麻袋6670只、 草包

5079只、交通路锥18160个、铁锹2330把、

扫把3859把。

因抢险得力， 全市道路未发生持续

性积水现象。

【现场直击】

台风来临，道路下立交最容易积水。

昨天下午， 市路政局设施管理中心

二科科长傅搏峰奋战在嘉松北路沪宁铁

路下立交排水现场。“这次台风降雨对嘉

定影响比较大， 我是刚刚从曹安公路封

浜立交赶过来的。”傅搏峰告诉记者，“封

浜立交积水最高40厘米， 沪宁铁路这里

的积水更厉害，到了1.5米。 ”根据规定，一

旦下立交积水超过20厘米，路政部门将联

合交警、水务部门启动限行措施；积水超

过25厘米，将对下立交实施封闭措施。

养护工人们神色稍显憔悴， 但干起

活儿来毫不含糊。 有人设置指示牌，提醒

车辆封路先行；有人把胳膊伸进水中，手清

理树叶，确保下水道口通畅；有几个人分

工合作，把粗大的水管一段段接到泵车上；

有人在几台移动水泵前仔细查看抽水情

况；还有人去排水流入的河道进行巡视。

傅搏峰虽是“女将”，却也冲锋在前，和大

家一起忙前忙后，排除各种隐患。

在嘉松北路沪宁铁路下立交排水现

场，路政联合多部门出动了60多人，多台

泵车和移动泵车抢险。其中，还出动了一

个“新式武器”：高扬程移动泵车。它主要

适用于轨道交通、 下立交等大型地下空

间的积水抢排。到昨天18时30分许，积水

基本排清。“我们接下去要清理积水留下

来的泥沙等垃圾。抓紧清理完，车辆就能

马上恢复通行了。 ”傅搏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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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 前天12

时至昨天15时，上海消

防总队共出动抢险救

援人员1300人次、车辆

463辆次，高空排险122

起，抽水排涝3起。

【现场直击】

昨天上午8点多，

拉着警笛的消防救援

车在风雨中一路向水

电路疾驰，虹口区江湾

消防中队副中队长郭

松轻轻摇开车窗，接了

一把雨水抹在了脸上。

一阵凉意袭来，他再次

睁大了布满血丝的双

眼，紧盯车辆前方。 从

前天23点开始，他带的

消防救援车辆就不停

奔袭在抢险救援的路

上，这已是第九项高空

排险任务了。

“这次台风 ‘进

城’了，老城区高空求

助一下多了起来 ，到

现在都没停过， 不要

说睡觉， 连饭都来不

及吃一口， 就净喝水

了。”郭松说，台风天，

向 “119”求援的社会

救助事件就会激增 ，

高空排险特别常见 ，

户外广告牌、 室外晾

衣架、 空调外机等在

狂风暴雨中都是最危

险的安全隐患。

27岁的郭松从沈

阳师范大学毕业入伍

近五年， 今年是首次

经历台风直面登陆 ，

“迎战台风 ‘安比’之

时， 我们战备执勤两

天两夜 ； ‘云雀 ’ ‘摩

羯’来势比较小，我们坚守了一天一

夜， 但还能抽空眯糊一会儿。 这次

‘温比亚’风雨最严重，我们一刻也

没停过。 但当兵苦练不就是要在战

斗时刻站出来么？ ”

赶到现场后， 郭松发现这次的

任务比较棘手：四层楼高的屋外，一

个高近1米、 长近8米的巨型广告牌

已经被风吹起来近三分之一，“早高

峰已经开始了， 路边的行人和车辆

越来越多， 如果掉下来不堪设想”。

郭松一边派出一个登高组从顶楼下

探快速控制住广告牌， 一边把自己

扣在了云梯上， 让云梯组将自己升

到了广告牌下。 狂风中受力面巨大

的广告牌不受控制地乱拍乱打，人

刚探头上去， 带起的风打在脸上生

疼，连眼睛都睁不开，还要随时当心

被锋锐的利角划伤。

郭松把头盔上的护目镜合上，

半个身体探出云梯外， 想用手去拉

住摇晃的钢架，但怎么也撩不到。看

着钢架晃得越来越厉害， 唯一支撑

连接的几个铆钉随时有断裂的可

能。“再往前，再往前，把我顶到墙上

去。 ”郭松连忙用电台呼叫云梯车，

再次检查了一下保险锁扣， 然后大

喊一声整个身体扑到了广告牌上，

死死用身体把广告牌再次“固定”在

墙上。此时，在楼顶的多名战友迅速

将广告牌拉住， 一名战士立即用无

齿锯将失去固定的广告牌剪断，用

绳索拖到楼顶。 郭松快速将剩余螺

丝卸下，将钢架分离，在楼顶战友的

配合下将剩下的三分之二广告牌拉

回室内。

又一个隐患被排除了。 全队回

到车上时， 车上的电台再次响起：

“江湾、 江湾凉城路589弄高空排

险 。” 消防车马不停蹄再次拉响警

报 。 郭松告诉记者 ， 20多个小时

里， 江湾消防中队成功排除了14起

高空险情。

创纪录！30天四个台风影响上海
“温比亚”昨4时05分在浦东新区南部沿海登陆

获编仅1天又14小时5分钟， 今年

第18号台风 “温比亚” 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 于昨天凌晨4时05分裹挟着

风雨在浦东新区南部沿海登陆， 登陆

时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

级。 “温比亚” 成为继 “安比” “云

雀” 之后， 今夏直接登陆上海的第三

个台风。

随着 “温比亚” 逐渐远离， 昨天

下午上海已相继解除台风、 暴雨、 雷

电黄色预警信号， 风雨影响也于昨天

夜间趋于结束。 气象部门预计， 昨天

夜间上海仍有分散性短时阵雨， 南到

东南阵风6到7级， 半夜起风力进一步

减弱， 今天天气为多云到阴， 有分散

性阵雨或雷雨， 市区阵风6级， 气温

在27℃至32℃之间。

“温比亚”犹如一台巨型“洒水车”

用巨型 “洒水车” 形容台风 “温比

亚” 毫不为过。 来自上海气象部门的数

据显示， 受 “温比亚” 影响， 前天8时

到昨天16时， 本市普降大雨到暴雨， 局

地大暴雨， 其中闵行体育公园累积雨量

达154.6毫米 ， 为全市雨量最大地区 。

此外， “温比亚” 也给上海市区带来7

到9级大风， 江口区和沿江沿海地区最

大阵风10到11级， 上海市沿海海面最大

阵风12级。

上海市气象局首席服务官邬锐表示，

台风 “温比亚” 虽逐渐远离上海， 但其

螺旋云系仍给上海带来了较大风雨影响。

昨天午后， 其 “甩尾巴” 所至的闵行、

青浦和嘉定等地降水很明显， 嘉定区江

桥镇13时至14时的小时雨量达45.9毫米。

此外， “温比亚” 登陆后仍维持了

较大强度， 预计今天上午8时才会减弱

为热带低压。 而由于北方冷空气频繁，

西南气流非常活跃 ， 预计 “温比亚 ”

将在所到之处形成大范围风雨天气 。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 苏浙沪以及安徽、

湖北 、 河南 、 山东 、 河北 、 天津 、 辽

宁等地都将受到 “温比亚 ” 带来的风

雨影响。

苏浙沪今年已“招”来四个台风

苏浙沪地区今年已有四个台风登

陆，登陆台风数已破1949年以来的纪录，

之前最多的一年只有三个。 而一直被网

友调侃有“台风结界”的上海，今年更是

变成最“招风”之地———7月下旬至今，已

有四个台风影响上海、 三个台风直接登

陆上海。

为何今年苏浙沪地区更“招”台风？

气象部门表示，台风盛期一般在每年7月

至9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出现“三

台共舞”甚至“四台共舞”的情况均属正

常现象。 而今年由于副热带高压位置偏

北， 台风的温床———季风槽区的位置比

往年略偏北， 使得今年七八月在热带海

洋上空形成的几个台风的位置相应更偏

北，因而原本应该生成后向台湾、福建靠

近的台风纷纷向更高纬度的苏浙沪地区

靠近。截至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地区

今年已生成台风19个， 这一数字远高于

常年同期平均的11个。

“温比亚” 过后， 人们更为关注第

19号台风 “苏力” 的动向。 据中央气象

台发布， “苏力” 于前天8时在西北太

平洋洋面生成 ， 截至昨天17时 ， “苏

力” 距离日本九州岛东南方向约1380公

里， 预计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

向偏北方向移动， 强度将逐渐加强， 预

计其未来三天对我国海区无影响。

向大风暴雨中奋力抢险的人们致敬！

■本报记者 周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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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里 ， 大风暴雨中奋力抢险的人们 ，

留给我们的身影常常让人联想起义无反顾和
责任担当。

与台风赛跑， 每一个参与过抢险应急的人都会告诉你： 面对
各种可能存在的风险和隐患， 以分秒计的应急抢险动作， 容不得
半点迟疑和犹豫———那个时候什么都顾不上 ， 脑子里只有一个
词———安全！

所以， 你能看到， 路政养护人员在情急之下， 将手伸入水中

清理杂物； 消防人员用身体顶住待拆解的广告牌； 灯光景观养护人
员长时间仰头引颈……

这些让旁观者感觉紧张的画面， 恰恰是抢险者内心 “责任重于
天” 的最佳体现， 也是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完美诠释。

坚守岗位、 严阵以待， 他们不仅把各种问题想得周全， 各类举措
做得到位， 更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顶住艰险， 为顺利抢险争取最
佳条件和时机， 尽可能把台风对市民群众的影响降到最低。

向可爱的城市守护者、风雨抢险人，致敬！

编者的话

松江交警和协

警一起帮助司机抬

推轿车。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台风给前来外滩观光的游客带来了诸多不便。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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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安交警昨

天凌晨起出动2600余

名警力， 针对过江桥

隧、高速公路、城市快

速路以及全市168处

易积水点， 加强视频

及实兵巡逻管控力

度，最大限度“屯兵一

线”现场指挥交通，部

署专门警力巡视易积

水点、积水路段，加强

现场管控， 避免人车

误入。 警方还协调路

政设施部门在积水

点、 积水路段周边道

路落实牵引施救力

量，加强快速救援。同

时， 会同信号灯养护

公司， 积极巡查市内

交通信号设施情况 ，

抢修144起。

【现场直击】

昨天15时许 ，台

风“温比亚”虽然已经

掠过上海， 但台风影

响仍未散去， 松江区

下起大暴雨。 在九亭

镇涞亭北路沪松路北

侧约60米处， 暴雨导

致一处窨井盖被上涌

的积水顶出， 一辆行

经此处的小轿车在涉

水通过时避让不及 ，

右前车轮不慎陷落在

窨井中， 车辆就这样

停在了道路中央。

正当驾驶员薛先

生手足无措时， 松江

公安分局交警支队的

一名辅警巡逻经过事

发地。 辅警队员立刻

上前查看， 查明原因

后， 一边帮助疏导交

通， 一边将现场情况上报指挥中心

及防汛相关部门。

松江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五大队

民警张贤胜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发

现此时路面积水已经超过了10厘米，

白色轿车的大半个右前轮都已陷落

在水中， 如果不对前后轮进行对比，

根本无法察觉地上有个大窟窿。

涞亭路此段道路是单车道， 因

为严重积水， 通行车辆的速度都非

常缓慢 ， 再加上这起 “陷井 ” 事

故， 道路交通状况雪上加霜。 为了

恢复道路通畅， 张贤胜尝试各种办

法帮助轿车脱困。 为了更好地观察

到车辆右前轮的状况， 他顾不得地

上的积水， 趴到地上凑近了看， 看

不清的地方用双手摸。 他在附近寻

找木板垫在车轮后侧以便倒车脱

困。 可是， 众人在附近搜寻了一遍

均无果。

面对越来越长的车队， 张贤胜

再次趴到地上， 仔细观察洞口和车

轮。水越来越大，靠水的浮力能把车

推出来吗？ “你们三个听我指挥，我

喊‘推’的时候，我们一起用力推抬

车头。一，二，三，推！”张贤胜一边喊

着口号，一边指挥大家一起用力，一

次不行，再来，“一，二，三，推！ ”

水泡透了张贤胜和同伴的雨

衣，推车人大半个身体都在车头下，

用力抬起车头又放下， 压起的水浪

直灌张贤胜他们的嘴里……第七

次，车辆终于脱困了！

车辆驶离之后， 为了避免在道

路抢修完成之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

故， 张贤胜在附近找来施工用的大

栏板，临时将该窨井洞口围了起来，

并继续在水中指挥附近车辆慢驶通

过。目前该段道路交通状况已恢复，

水务部门已重新为这个窨井安上井

盖，为了防范将来的暴雨隐患，维修

人员还在窨井盖上压了一块混凝土

块，并在四周放置了栏板。

仰头步行两小时巡查高压线
由于前期准备充分、措施到位，抢修

工作高效有序地开展， 上海电网整体上

始终处于安全稳定的运行状态。 从昨天

凌晨至12时，受台风“温比亚”影响，上海

电网共出现88起跳闸线路， 涉及停电用

户64922户；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共实施

3071起低压抢修， 累计出动3478人次抢

修人员和722车次抢修车辆；仍有30条线

路、44870户正在紧张抢修中， 预计昨天

晚间全部抢修完毕，恢复正常供电。

【现场直击】

昨天凌晨5时， 从前一天早上8时开

始彻夜值守的“老电力”、国网上海浦东

供电公司线路运行班班长李绪生， 突然

接到公司调度中心电话：沿迎宾高速的6

公里多1万伏高压绝缘线出现跳开关现

象，但已在0.5秒内自动重合 ，整条线路

没有失电；为排除隐患，必须马上到现场

排查， 否则一旦真跳闸会影响数百户居

民和企事业单位正常用电。

李绪生和13名组员立即行动， 穿好

雨衣和雨鞋， 开车赶赴现场。 处于台风

“风口”的浦东风大雨大，天还有些昏暗。

班组八个人分成两组， 从线路两端开始

步行查找故障。这条高压线有13米高，他

们都仰着头，风雨不断地打在脸上，眼睛

艰难地看往高处， 水不停地从脖颈处往

里灌，雨衣里外都湿哒哒的。

台风天里， 线路巡查比平时速度慢

了不少，2小时后， 李绪生和同事终于锁

定故障点———在川沙镇民利村附近的迎

宾高速13标段南侧， 路边绿化景观带的

两棵20来米高、 直径约15厘米的意大利

白杨树被台风拦腰刮断。 虽然线和树相

距5米以上，但粗大的折枝还是砸在了高

压线上，幸好线没断。

李绪生马上通知调度中心断电，然

后和组员现场验电、放电、做好接地，开

始用四台油锯分段锯断倒下的白杨，并

紧固周围三根电线杆上九个受力后松动

的绝缘子。最后，众人合力把断枝都拉上

工程车，清理好道路，修剪了周边“线树

矛盾”比较大的高枝，在风雨中忙活到中

午12时才收工离开。 浦东供电公司调度

中心随即派人到现场送电。13时之前，这

条高压线已恢复正常供电。

■本报记者 何易 ■本报记者 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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