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广场区

域城市架空线入

地工程完工后呈

现出 “线清 、杆

合、 景美” 的效

果。

本报记者

祝越摄

轨交警方遴选了 6 名优秀外语人才成立巾帼外语服务

岗。 本报记者 何易摄

为身在这座城市而自豪
为尽自己一分力而骄傲

毕崚峰

完成派出所各项安保前期准备工作后， 拖着疲惫
的身子走向停车场， 习惯性地抬手看了看表： 3 时 18

分———又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我坐上车， 发动引擎，

驶向温暖的家。

一路上， 道路空空荡荡 ， 与白天的车水马龙相
比， 让人觉得安静、 舒适。 或许正是这分宁静， 让我
有闲暇留意道路两边匆匆掠过的街景， 才发现平日里
天天都要走过的北翟支路地道已经完全变了模样， 用
焕然一新来形容也毫不夸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马上就要来了！

趁着等红灯的工夫， 我打开车窗， 细细观察着身
边的变化： 原本坑洼的路面整修一新， 曾经老旧的路
灯旧貌换新， 地道两边的水泥墙上已经描绘了江南水
乡的民俗壁画， 水墨的色彩配合着柔和的灯光， 一派
诗意。 在一抹绿光中， 我继续前行， 之前的睡意烟消
云散： 泛光的道路两边被一抹抹鲜艳的装饰物修饰得
格外美丽， 秋风带着一丝凉意将窗外的美好一起带进
了车内， 同时将思绪带进了我的脑海。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上海吗？” 这句话突然占据
了我的思绪。 我开始好奇， 还有什么人会在凌晨四点
的时候出现在上海的马路上？

一道蓝红交替的灯光吸引了我的注意———它来自
一个蓝色的身影。 车子愈行愈近， 那个蓝色的身影在
我的视线中逐渐清晰起来———原来是一名环卫工人。

因为红灯的缘故， 让我有机会近距离地看清这位大
叔： 大约五十岁， 身材有些瘦小， 与身上蓝色显得臃
肿的工作服形成鲜明的对比， 黝黑的皮肤被灯光打得
发亮。 他手中的扫把很有力， 路上的垃圾和灰尘被快
速赶到簸箕中。 他就这样一步一步往前扫着……绿灯
亮起， 我从他身边经过， 他的身影在后视镜里越来越
小， 逐渐消失在夜色中。

他是那么的平凡， 他的付出也微不足道， 但就是
这样的他和千千万万的奋斗者一起 ， 让上海能有自
信、 有能力成为进口博览会这场盛会的东道主。 我为
身在这座城市而自豪， 也为能尽自己的一分力而骄
傲， 有机会能和他们一起， 奋斗并快乐着。

4 时 08 分， 到家。

（作者为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天山路派出所巡
逻民警） （本报记者 何易整理）

九十九公里架空线完成入地合杆整治
进口博览会场馆周边及重点保障路段年度任务顺利完成

黑色的立柱，多功能的卡槽，多合一的

科学布置……如蜘蛛网一样遍布城区大街

小巷的架空线逐步入地， 原本繁杂的各类

标识整合为统一的多合一立杆， 上海的天

空更加清朗干净———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开幕在即，“四叶草”———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周边 45 公里以及全市重点保障

路段架空线入地和合杆整治任务全部完

成， 今年全市架空线入地和合杆整治工作

进入全面冲刺阶段。

根据市住建委最新统计， 本市架空线

入地和合杆整治工作年内计划竣工项目共

完成 99 公里。预计到 2020 年，全市将累计

完成 470 公里道路相关整治， 内环内架空

线入地率从 29%提升至 62%，道路立杆减

量不低于 50%。

人民广场旁立杆“17 变 3?

目前， 上海已完成进口博览会场馆周

边，黄浦区南京东路、人民广场、外滩、新天

地以及虹口区浦江饭店周边的合杆整治工

作，长宁区虹桥路西段、华山路等路段合杆

整治工作也已基本进入收尾阶段。

在人民广场旁， 黄陂南路近百米路段

曾树立着 17 根各类标杆。 10 月下旬，这里

的合杆整治工程正式完工， 三根综合杆整

合了交通信号灯、监控、照明等八种功能，

工程还将 14 个各种各样的机电箱、开关站

和配电站隐藏在一旁的绿化当中， 呈现出

“线清、杆合、景美”的效果。

人民广场区域合杆整治项目负责人周

齐亮介绍， 此次合杆整治工程大量运用新

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实现了“多杆合一”

和“多箱合一”的集约化建设，充分考虑了

智能化和智慧化的发展需求，为智慧公安、人

脸识别、智慧市政、环境监测、扬尘监测以及

4G/5G/物联网通信等智能设施的拓展预留了

接口 ，“随着综合杆搭载智能设备的不断扩

展，城市管理的神经元将逐步覆盖，智慧城市

也将成为现实。 ”

新的综合杆还考虑到了极端气候的预

防，杆线强度提高了三个等级，大约可以抵御

12 级台风。

目前，全市各区正按照“做减法、全要素、

一体化”工作要求开展整治，拆除废弃的架空

线和立杆， 以及道路上不必要存在或冗余的

各类标志标识、监控摄像头等。在此基础上实

施全要素改造，包括道路路面铣刨加罩、人行

道铺砖、绿化景观提升、“城市家具”标准化设

置、沿街立面改造等。

全年任务靠什么提前基本完成

架空线入地和合杆整治工作涉及的部门

和单位众多，要克服的障碍很多：怎么处理好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首要问题；中心城区由

于历史原因，地下管线密布，管位资源紧张，

管线综合平衡难度大，架空线难以入地；电力

线入地需配置大量开关站、配电站等设施，选

址困难，且“邻避效应”明显；掘路施工交通组

织困难，夜间施工扰民难以避免……

面对重重考验， 在市架空线入地和合杆

整治指挥部的协调统筹下，在电力、通信单位

积极配合下，合杆工作的相关建设、设计、施

工等人员一遍遍踏勘现场情况， 丈量合杆现

场施工条件，为每条路量身定制合杆方案，做

到“一路一方案，一杆一方案”。

记者了解到， 进口博览会闭幕之后的两

个月内， 今年计划的重点区域道路如肇嘉浜

路、 四平路等的架空线入地和合杆整治工作

将继续推进。 此后，市指挥部将会总结经验，

同各区、市电力公司、市信息管线公司，按照

集中、成片的总体要求，聚焦重点区域、重要

路段，着手谋划明年任务计划。进一步细化方

案， 通过改建扩容现有电站满足架空线入地

需求，在有条件的路段，电力、信息排管还将

采取缆线型管廊方式，集约利用地下空间。

“四叶草”周边部分河道达到三类水标准
岸上岸下联动源头截污，跨地域协作防控前移

河水清澈可见水底 “森林”， 河道跌

水小瀑布景色， 八只黑天鹅畅游河道 “乐

不思蜀” 不回窝……为保障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 ， 上海水务部门多措并举 ，

多方联动提升河道水质和整体环境 ， 成

效显著。 目前， 核心和重点保障区的 65

条段河道水质及景观全面提升 ， 尤其是

“四叶草”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周

边， 部分河道达到三类水标准， 透明度达

1.5 米以上， 成为河清岸靓、 生态良好的

景观河道。

每天 16 小时巡视河面环境

经过三四个月集中整治 ， 紧紧环绕

“四叶草” 的小涞港、 徐泾江、 泾北河和

蟠龙港四条河道 ， 透明度已达 1.5 米以

上， 清澈见底。 记者昨天在小涞港看到，

河水澄净， 河面干净， 水下沉水植物清晰

可见， 岸边的金桂、 紫薇和红枫等乔木茁

壮整齐， 黄金菊和草皮等地被植物绿莹莹

的， 不少开出黄色、 蓝色的小花。

工人正驾船巡视河面， 打捞漂浮物， 废

物箱里只有少许绿色植物垃圾。 其中一艘漂

浮物自动清理船， 正伸出长长 “双膀”， 缓

慢推进 。 这是水务部门新引进的自动保洁

船， 双臂展开可达 30 米， 高效吸附河面漂

浮垃圾、 泥苔等， 用于垃圾不多、 面积宽阔

的河道。 闵行区水务局副局长王维维介绍，

在小涞港， 工人和志愿者每天从 6 时至 22

时循环清洁， 自动船效率高， 一人一船即可

替代四艘人工作业船及八名工人。

“这三个月， 我们通过岸上截污纳管，

改造雨污混接， 全面控制污染源； 新建六座

景观溢流堰， 呈现跌水小瀑布效果， 并控制

河道水位 、 水速和流向等 ， 同时替代爆氧

机， 增加水体氧气量。” 王维维介绍。

让水体形成自身生态系统

这两天， 距离 “四叶草” 300 多米的北

横泾里放养的八只黑天鹅吸引了不少市民的

注意， 因为环境舒适， 它们两天前第一次下

河后， 就 “乐不思蜀” 不肯回窝了。 记者在

现场看到， 北横泾河水干净， 挺水和浮水植

物绿意盎然， 葱葱郁郁， 黑天鹅们悠闲地在

河里游着， 时而低头啄向河面。 工作人员介

绍， “河里有鱼虾、 螃蟹等生物， 它们饿不

着， 游得可欢畅了， 引不回窝里。”

据闵行区水务局副局长陶卫平介绍， 闵

行区负责整治进口博览会核心区周边七条河

道的水环境， 总长为 19.55 公里， 其中， 北

横泾核心段 （扬虹路—建虹路 ） 是重中之

重 ， 总长约 1.5 公里 ， 主要是翻新防汛通

道， 更换观景栏杆， 翻建和补种绿化， 综合

整治水环境等。 “通过岸上岸下联动， 控制

外源污染； 通过生态净化水体， 在水中种植

3 万平方米的十多种水生植物， 使得河岸四

季常绿有景看； 投放适量水生动物， 让水体

形成自身生态系统。”

多地多部门联动治理水葫芦

太湖流域河网湖泊水体流动缓慢， 营养

盐丰富， 每年秋冬季都会大规模爆发 “水葫

芦之灾”， 河面似敷了层 “绿膜”， 严重影响

水生态及城市水景观。 为此， 水利部太湖流

域水资源保护局已多次组织苏浙沪相关单

位， 研究建立省际边界地区水葫芦防控工作

协作机制， 信息互通， 联动打捞治理， 将防

控关口前移。

水利部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保护协调

处副处长张红举介绍 ， 今年 5-9 月 ， 两省

一市省际地区及黄浦江河道共打捞 2.8 万吨

水葫芦， 是去年同期的 1/5。 目前， 水葫芦

发生总体可控。 去年 11 月， 黄浦江的水葫

芦产生量是 3.8 万吨， 在苏浙沪省级边界水

域的产生量为 8 万吨/月。

今年， 苏浙沪两省一市多地多部门联手

增加打捞设备， 建设拦截库区， 打捞船从去

年的 90 艘增至 120 艘， 固定拦截库区从 77

个增至今年的 107 个。 “今年 11 月， 黄浦

江水葫芦产生量预计约 3500 吨， 目前的打

捞能力是 15 万吨/月； 省际边界水葫芦产生

量约为 1.5 万吨， 目前的打捞能力为 26 万

吨。 多地还在省际边界河道关键部位规划了

八台视频监控， 其中， 黄浦江上游太浦河已

启用两台； 青浦区采用卫星遥感提前识别水

葫芦。” 张红举说， 通过各种努力， 力争今

年黄浦江中心城区段不出现水葫芦， 米市渡

断面以上和主要来水支流不出现水葫芦聚集

现象； 力争苏沪、 浙沪省际边界主要河道、

湖泊不出现成片水葫芦向下游输移现象。

■本报记者 李静

10
编辑/曹利华

２０18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三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在即，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周边河道整治基本完成， 呈现出一派水清岸绿的景象。 本报记者 刘栋摄

■本报记者 祝越

我的进口博览会日志

轨交警方推出5国语言服务
本报讯 （记者何易）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

不少参展商可能搭乘轨道交通前往展馆。 轨交警方遴选了

6 名优秀外语人才成立巾帼外语服务岗， 外语技能涵盖英

语、 日语、 法语、 德语、 朝鲜语。 她们将分别在 2 号线徐

泾东站、 17 号线诸光路站、 2/10/17 号线虹桥火车站站 、

2/10 号线虹桥机场 2 号航站楼站、 10 号线虹桥 1 号航站

楼站等五座车站出入口、 安检口、 客流险情点等重点部位

开展驻站巡逻， 同时负责涉外警情和服务过程中的翻译、

交流任务。

民警张伟来自西藏南路站治安派出所， 她擅长法语，

进口博览会期间， 主要负责虹桥机场 T2 航站楼站的巡逻

以及安检督导工作。 她将和大家一起， 每天从 8 点值班到

21 点， 直到进口博览会结束。

浦东机场开行免费接驳专线
本报讯 （记者李静 ） 记者日前从上海机场集团获

悉， 为方便进口博览会参会客商往来机场办理值机和乘

机手续等， 浦东机场将提供进口博览会定制巴士专线服

务。 在11 月 5 日至 10 日期间， 每日 9 时至 19 时 30 分从

浦东机场始发 ， 共 13 班次 ， 定制巴士发车点为 T1/4 号

门、 T2/28 号门； 每天 10 时至 18 时 30 分从国家会展中

心 （上海） 始发， 共 13 班次， 上车点设在 P1 停车场大巴

停车场 A。

与此同时， 机场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主会场定制

巴士上下客站点设立延伸服务点， 为参会各方提供引导、

双语服务、 行李辅助搬运、 扶老携幼等服务， 服务点将常

备 3-4 名志愿者。 据介绍， 巴士专线以浦东机场购买服

务、 旅客免费乘车方式营运， 主要服务于往返浦东机场至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间赴展和参会的中外宾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