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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次依托“一网统管”进行暴雪红色预警演练，实现秒级信息传输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天弛）昨

天傍晚， 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今冬

首个寒潮蓝色预警，根据最新预测，

这股强冷空气将在今天下午抵达上

海 ，带来大风 、低温 、雨雪 、冰冻天

气 。 为应对寒潮可能 带 来 的 灾

害 ， 本市昨天进行暴雪红色预警响

应演练。

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冷空气

抵达后， 本市气温将出现断崖式下

跌， 今天至后天 48小时内最低气温

降幅可达 9?至 11?。根据预测，明天

到后天最高气温将降至 0??右，尤

其是明天气温会出现“倒挂”现象，白

天气温会一路走低直到冰点。 据悉，

这是上海今冬以来变幅最大的一次

降温 ，极端最低气温将出现在明天

到 2021年元旦， 届时市区最低气温

会暴跌至-6?到-5?，郊区更低，可能

只有-8?至-6?，并出现严重冰冻。

由于本市前期气温偏高， 此次

跨年寒潮影响过程中将以降雨天气

为主。 今天下午开始，强冷空气将与

暖湿气流进行交锋， 白天累计雨量

可达到中雨程度， 半夜前后转为雨

夹雪， 本市西部和北部郊区可能出

现短时小雪，明天凌晨雨雪渐止。 上

海中心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田洪军告

诉记者，由于暖湿气流较弱，加之冷

空气移动速度快， 上海雨夹雪或小

雪天气只能持续 1 至 2 小时， 且下

雪时间在今天半夜前后， 虽然市区

有看到飘雪的可能性， 但想要看雪

的市民估计要蹲守到深夜。

虽然雨雪不大， 但由于雨雪过

后一夜“速冻”，明天到后天早晨，本

市低洼和易积水处可能出现道路结

冰，市民出行请注意安全。

为应对寒潮可能带来的灾害 ，

本市昨天举行暴雪红色预警发布 、

响应演练和防范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工作部署会，部署住建、水务、电力、

燃气、交通、绿化 、农业等相关部门

做好安全供应、交通运输应急保障、

田间管理和户外搭建物加固等措施。

与以往的红警发布演练相比，今年是

首次依托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系统，

实现市城运系统、自然灾害应对指挥

系统、气象“先知系统 ”之间三网融

合，实现红警发布全流程智能化可视

化流转。 据悉，基于“先知系统”红警

发布功能插件已建设完成，可实现智

能化流转，信息传输时间可达秒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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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值守提供“超级暖”服务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未来数日，市

区最低气温可达-4?至-6?。 面对突然

而至的“速冻模式”，上海市、区两级民政

部门全力以赴，以各种贴心、未雨绸缪的

“超级暖”服务举措，体现社会关爱。截至

发稿时， 已全面部署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的应对举措，积极落实对流浪、乞讨等生

活无着、 露宿街头人员和困难群众的救

助， 加强对社会福利机构入住人员及社

区老人、困境儿童等的关爱帮助。

市、区两级民政、公安、城管、卫健等

部门已启动关于救助的气象预警联动机

制， 将加大在街面和相关重点地区的巡

查力度、巡查频率，扩大巡查覆盖面，及

时引导救助对象到救助机构接受帮助。

针对露宿街头的失智老人、 未成年流浪

人员等，还将进行保护性救助。

针对那些不愿意进站的受助人员，

闵行区救助站站长康海芳透露说，他们

将为这些人员提供包括棉衣、 棉鞋、被

子等在内的御寒物品。市民政局也要求

全市所有救助机构开设御寒场所，做好

低温天气应急救助准备 ，24 小时值守

接待，全天候提供免费餐饮、洗浴、住宿

等服务，确保受助人员吃饱穿暖、获得

必要医疗，并积极帮助其返乡回家。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本报记者 周渊 王嘉旖

社区战“疫”：好做法时时在线，守牢防控严密阵线

在基层社区，那些实战中历练而出

的严密防疫举措“几乎一天都没有停歇

过，一天都没打折扣”！

如果你认识几位上海的社区基层

干部 ， 翻翻他们的朋友圈就知 ： 此话

不假 。

他们，有的一早就手拿小喷壶在社

区带队消毒公共部位；有的时不时出现

在居家隔离人员家门口帮忙扔垃圾、送

快递，组团服务，随时协调相关事宜；还

有的，甚至自己主动 “加载 ”小程序 ，探

索以信息化手段做好常态化防控措施。

2021 年元旦、 春节即将接踵而至，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懈怠大意、放松警

惕 ，各基层社区主动增强风险意识 、

责任意识，树立底线思维，紧抓各类防

疫举措 ， 从严从细从实———让好做法

好经验时时在线 ， 守牢疫情防控的严

密阵线。

看家护院，联防联动 ，撑
起“保护屏障”

徐汇区田林街道，延续了疫情防控

最吃劲时期的 “包干 ”做法———街道领

导班子成员对应包干居委会，作为第一

责任人，建立工作微信群 ，确保在线监

察防控举措是否落实到位。 针对近期全

国各地散发病例零星出现，街道强化属

地责任，一旦社区内宾馆 、短期住宿接

到有来自 “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途经

者”，马上主动上门 ，严密排查并登记 。

此外，针对常态化下社区活动中心每天

进出人员众多的情况，部分社区购买了

专业的第三方服务，对此类社区重要公

共场所进行定期消毒。

在徐汇区三甲医院密度最高的枫

林街道 ，一场 “看家护院 ”行动持续进

行，在 31 个居委会 91 个小区的 161 个

主进出口设置“门长”守好社区大门，同

时严格加强重点人群排查管控，开展多

轮排查。6 月 16 日起至今累计排查中高

风险地区来沪 1746 人次， 健康管理 66

人。 同时严格加强医院周边复杂区域防

疫防控，分别组织中山医院民宿自治小

组、肿瘤医院周边短租房自管会等社会

力量一起加强疫情防控和日常督查。 联

防联控精准有力 ， 着重落实 “四个严

格”， 为工作和生活在枫林街道的居民

撑起防疫“保护屏障”。

严格规范疫情处置 ，确保 “三人小

组”随时到位 ，严格落实居家隔离社区

管控工作流程，持续做好社区预防性消

毒工作，全年落实居家隔离 1134 人。

成立应急领导小组，做足备份

吴淞街道海滨新村 ， 宝山区最

“老” 的居民区之一， 房屋大多建成于

上世纪 60 年代， 近万名住户里外来人

口占三分之一 。 今年二季度起 ， 小区

居民们手上多了一张门禁卡 ， 居委以

此实时掌握社区人口变动情况和相关

数据。 海滨新村居民区书记郁金秀说，

为了更好地管理流动租户 ， 门禁卡安

上了 “有效期限”， 租户一旦超出租赁

合同期限要续租 ， 就需要前往居委会

再登记 。 以此避免租户之间直接转交

门禁卡， 增加风险隐患。

明年 1 月 1 日起，小区停车证也将

正式启用。 业主可购买年卡、租户可购

买月卡。 通过分类管理，小区车流同样

能实时掌握。

硬件设施之外 ， 为确保 “外防输

入、 内防反弹” 落到实处， 该居民区还

成立了应急领导小组 ， 下设综合协调

组， 宣传信息组、 后勤保障组等。 未雨

绸缪、 做足备份， 扎牢织密防疫网， 确

保社区平安。

常态化“公共卫生模块 ”

提升治理效能

长宁区江苏路街道 ，上海首批 “一

网统管”试点街道，借助于一网统管，关

于防疫的基层治理效能大大提升。

今年 2 月街道率先上线上海首个

街镇城运中心“一网统管”防疫专页，将

街道辖区内 13 个居委、24 处办公楼宇

（园区）以及建设工地、沿街商户的疫情

防控信息纳入平台。 如今，街道将防疫

专页变为常态化防疫平台“公共卫生模

块”， 将社区公共卫生大数据继续作为

智能化预判风险隐患和协同化调度防

疫力量的依据。

大屏页面上 ， 社区内居家观察人

数、健康状况、重点地区来沪人数、卫生

消毒状况等数据一目了然，在一个页面

实现“一网统管”。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

竑杰介绍说，街道将居家隔离人员信息

接入“一网统管”平台，工作小组成员扫

码录入居家隔离人员信息 ，传输到 “公

共卫生模块 ”后台 ，生成详细的个人档

案，并自动生成后续上门测温 、消毒的

工单， 推送到三人小组政务微信上，工

作人员据此进行后续处置、 结案流程，

做到全闭环管理。 后续，街道还将把门

磁和监控数据纳入“一网统管”平台，进

行联动管理。

街道还加大了对 “三人小组 ”和城

运中心工作人员的实操培训力度，经常

性组织市民中心 、受理服务中心 、文化

活动中心等便民服务场所工作人员进

行防疫措施培训与自查 。 针对广大居

民，在社区持续开展科学防疫的宣传教

育和冬春季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提高自

我防护意识。

全力以赴保障市民安全出行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面对即将到

来的低温冰冻天气，本市交通行业昨天

迅速行动起来， 做好防寒防冻应对措

施，全力以赴保障市民安全便捷出行。

巴士二公司提前派行车管理人员

对所辖线路进行全面排摸，将易结冰路

段信息通过微信工作群、站点张贴等形

式告知驾驶员，要求途经相关路段时减

速慢行。巴士一公司启动紧急防寒保暖

工作预案， 提前检查所属 1500 余公交

车防冻液冰点， 柴油动力车也改 “喝”

了-10 号柴油进行御寒，确保车辆正常

运营。

上海地铁各调度、运营、维保等单位

从应急值守保障、设施设备运维、应急预

案落实以及信息报送方面加强防范应

对。比如，落实专人对停车场、地面、高架

线路道岔进行抗冻维护和保养。 遇雨雪

天气做好积雪清扫， 行车作业部门严格

落实所辖道岔的扫雪和操作要求。

根据雨雪冰冻应急预案，全市道路

养护行业已经开启 24 小时轮岗值班模

式。 200 余支专业应急抢险队伍集结待

命，备足了草包、黄沙、融雪剂等应急抢

险物资， 确保遇突发事件能迅速出动，

快速处置。

昨天，四季绿城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登上屋顶，为水箱进出水管捆扎保温材料，

未雨绸缪防止低温冰冻影响居民生活用水。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气温骤降，“一老一小”尤需加强防护
这几天，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胸痛中心很是忙碌， 就诊患者较平时

翻了近一番。

“气温波动起伏，人体血管骤然收

缩，极易导致血压升高，高血压 、心绞

痛的患者多了不少。 还有一部分患者

因血管收缩导致血管斑块破溃， 形成

血栓导致急性心肌梗死。 ”复旦大学附

属华东医院心血管科主任曲新凯接受

采访时语速飞快，他知道，更大的考验

或许还在后面。

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 上海自

今天起开始大幅度降温 ， 跨年夜

市区最低气温达-6?到-5?， 郊区最

低气温达-8?至-6?，有严重冰冻。

沪上不少专家发出提醒： 警惕骤

冷骤热，尤其是“一老一小 ”等疾病易

感人群一定要注意保暖。 特别是老年

人，外出运动要适度，可选择在下午稍

微外出走一走。 同时， 要注意清淡饮

食，身边备好常用药，保持心情舒畅。

强冷空气来袭 ，被
“吹倒”的不止老年人

华东医院胸痛中心接诊的心肌梗

死患者中 ， 65 周岁以上的患者占比

70%， 80 周岁以上的患者占比 30%。

就在前几天， 曲新凯收治了一位

患者———90 多岁的老人在家胸闷了一

天， 才来就诊。 医生第一时间做了心

电图、 抽血化验心肌酶 ， 结果显示 ，

老人是急性心肌梗死， 已发展至广泛

前壁心肌梗死， 病情严重。

“要特别提醒的是 ， 很多老年人

疼痛阈值提高 ， 对疼痛症状并不敏

感， 又不想麻烦家人， 往往容易耽误

病情。” 曲新凯说 ， 一旦患者发生心

肌缺血， 血管闭塞超过半小时， 心肌

就会发生不可逆性坏死。 救治黄金时

间为发病 2 小时以内； 6 小时到 12 小

时救治效果明显下降； 12 小时以上即

使开通血管， 受益程度明显减少， 不

过尚能挽救 “冬眠” 心肌， 即尚未坏

死但处于心肌缺血状态的心肌。

好在这位 90 多岁老人入院后 ，

曲新凯第一时间为其进行介入手术

治疗 ， 目前老人病情稳定 ， 已回家

休养。

寒潮来袭， 需要加强防护意识的

并非只有老年群体 ， 因为强冷空气

也会 “吹倒 ” 不少青壮年 。 记者从

多家医院急诊处获悉 ， 这些医院均

已接诊过几例倒在家中 、 运动场上 、

健身房中的病例。

口罩戴牢，可防范多
种呼吸道疾病

陈老伯是一位 “老慢支 ”患者 ，平

时一直注意自我保护， 但这两天上海

忽高忽低的气温让他有点吃不消了 ，

出现了咳嗽、咳痰甚至气喘的症状，无

奈前往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门

诊求助。

“感冒、流感、鼻炎、咽炎 、肺炎等

本就是冬季容易发作的呼吸道疾病。 ”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医师谢国钢告诉记者 ，对

于本身便罹患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

支气管哮喘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

而言，近期更要警惕。

不过， 谢国钢也提醒大众， 不必

“谈寒色变”， 只需正确了解呼吸道疾

病的基本知识，做好日常防护，便能极

大程度地降低患病风险。

“佩戴口罩是防护呼吸道传染病

的重要手段，在当前形势下，更要强调

科学佩戴口罩， 在公共场合尤其是密

闭环境、 医疗机构中必须全程佩戴口

罩。 ”他建议，市民要保持戴口罩、勤洗

手的好习惯，保证健康的生活方式，避

免过度疲劳。

各儿科医院严阵以
待，暖心举措助温暖就医

气温骤降， 不少父母最挂心的是

孩子。

“今年呼吸道感染的患儿比去年明

显减少。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门急

诊办公室主任沈国妹告诉记者，综合今

年第四季度呼吸科与内科的就诊人次，

较之去年分别下降了 20%和 70%。

“在疫情常态化管理下，防控工作

更加深入， 小朋友们都养成出门戴口

罩、勤洗手的好习惯，不到人群聚集的

地方去。 ”沈国妹也再度提醒，每年的

11 月至次年 1 月通常是上海季节性流

感流行期，今年又有新冠病毒威胁，因

此市民儿童更要注意做好防护工作 ，

“注意防寒保暖，出门戴好口罩 ，打喷

嚏或咳嗽时应用手帕或纸巾掩住口

鼻。 流感高发期，尽量不到人多拥挤、

空气污浊的场所”。

“医院门诊的每个楼层都有温水

供应 ， 还设有便捷的手机充电装置

等 。 ”沈国妹希望 ，医院的一些暖心

举措能让患儿及家长在看病之余感

受到温暖 ， 给这个寒冷冬日带来一

丝暖意 。

给自来水管穿“棉衣”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天弛）“霸王

级”跨年寒潮今天就到，48小时降温 9?

至 11?。 记者了解到，为应对寒潮可能

带来的灾害，上海电力、水务部门已完成

强冷空气到达前的预案和防范工作。

寒潮所带来的雨雪天气可能对输

电线造成损坏，记者昨天从国网上海电

力公司获悉，该公司已针对重点输电线

路覆冰情况进行观测、负荷监控和故障

抢修工作。 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电网

侧特巡 2150 余次 ， 消除设备缺陷 26

起。 此外，还对输电线路通道周边的塑

料薄膜大棚、广告牌、彩钢板等进行清

理或加固，防止由于异物碰线而带来安

全隐患。

广大市民在使用各类取暖电器时，

须留意电线有无老化现象，并且不要在

同一插排上集中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

如有各类用电问题， 可及时拨打 24 小

时电力服务热线 95598。

寒潮期间，市民也要随时关注家中

水管状况，如发生冻管，可以用电吹风

烘吹，或拿毛巾裹住水管，然后用温水

慢慢浇淋， 不可用火烘烤或用开水急

烫，否则会使管道爆裂。 如观察到水管

有冻裂漏水情况发生， 应先将水闸关

闭， 随后联系供水热线 962740 或小区

物业。

救助机构

交通行业

“一网统管”预判风险保障生活
本报讯 (首席记者顾一琼）记者昨

天从市城运中心获悉：利用当下一网统

管的数据和技术赋能，各基层结合自身

实际，充分做好应对举措。

在虹口区，通过大数据画像，从房

屋建造年代、设施设备使用情况、市民

诉求等角度，精准识别居民小区的健康

度，预判预知受寒潮影响可能出现的水

管爆管、受大风影响可能出现的建筑物

外立面脱落等风险，并提前做好抢险力

量准备，同时落实居民生活保障措施。

在徐汇区，“一网统管”建立了算法

工厂，在寒潮天气通过车载视频叠加算

法进行智能化巡查， 对建筑物消防隐

患、街头流浪人员、高空坠物、树木倒伏

等情况即时发现、快速处置。

普陀区“一网统管”运用路面温感智

能识别设备，实时发现结冰等情况，及时

采取安全措施。武宁路桥和曹杨路桥，是

进出普陀的主要通道，车流量大，从历年

的雨雪冰冻天气大数据来看， 是普陀区

主要结冰点。以往都是安排人工巡查，此

次区城运中心安装路面结冰传感器，争

取早发现快处置， 接到区城运中心指令

以后， 市政管理养护应急队伍将第一时

间到达现场处置，确保道路通行安全。

浦东新区唐镇王港社区，结合历史

大数据分析， 根据居民区水管爆管情

况，有针对性、有余量地准备物资，保障

居民生活。 建立微信工作群，应急小组

全员 24 小时在线，第一时间信息畅通，

应对突发状况，及时处置。

城运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