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本报记者 何易│周辰

“一网统管”兜住“速冻模式”下城市的有序和温度
即将到来的极寒，加上大风，对超大

城市而言是一场大考。而不断进阶的“两

张网”，也随之调整到“应战”状态。 记者

昨天从市城运中心，以及部分区、街道、

相关职能部门获悉：以城市运行“一网统

管”为赋能，各方已做好思想准备、队伍

力量准备、技术准备，迎接寒潮，守护城

市的有序和温度。

实时传感数据， 守护
“速冻”广告牌安全

傍晚 6 点，黄浦区城运中心“一网统

管”大屏幕上，有关于南京路步行街的店

招店牌信息正实时刷新，安全监测。

通过十余种智能物联传感设备，包

括倾角、振动、位移、温度、湿度、气压

等传感器， 实现了对这些店招店牌三

维角度全方位的监测， 譬如振动幅度

和频率、微小位移量、局部温湿度、高

度等多种数据，实时采集实时传输。

南京东路目前招牌数量 103 个，

设备数量 200 台， 每天产生的数据记

录约 5.6 万条。 据介绍，这些传感器传

回的数据经过分析， 一旦发现数据超

出区间值范畴，立刻会响起预警。事实

上，不只是广告牌，依托“一网统管”，

黄浦区城运中心对于高空易坠物、外

挂物等均做好预测预警， 并在实战中

实现监测系统和感知设备的不断调整

和完善。 特别是，这一预警系统，还一

一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 商家自身能

通过手机端、电脑端随时查看数据，发

现隐患，第一时间参与整改。

当然，这张网要兜住的，是“速冻

模式”下城区方方面面的井然有序。黄浦

区城运中心主任倪莺表示， 系统还对历

年来寒流情况下， 群众的投诉进行了数

据分析。排摸出了那些水管容易爆裂、路

面容易结冰的街道社区，精准投放力量。

此外， 对于区内三个公房公司多年

来的相关维修、保修、抢修情况也进行了

数据分析， 并基于此精准配备抢险队伍

和资源，实现精准服务。 譬如，那些易积

水易结冰社区， 沙包已有针对性地直接

投放到居委会。

与“一网统管”相对应的，区域内设

立了多个综合管理网格，不仅数据入格，

同样人员入格、物资入格。一个综合网格

长，可以调动包括重点作业单位、第三方

社会专业力量等 11 支队伍。从百姓的实

际需求出发，从实战出发，统筹协调、高

效处置一件事。

“跨前一步，老百姓的感受度就会很

不一样。 ”

5G 助力，“兜”住老人
身心健康

在浦东新区塘桥养护院， 面对即将

到来的极寒，提前做好暖心预案，通过智

能化设备助力精细化管理，让入住的 79

名长者身心健康，平安抵御寒潮。

院方开通了 5G 无线网络， 让长者

和家属可以随时开启无卡顿的网络视频

聊天，缓解长者面对极端天气的焦虑。院

内社工也对长者进行心理疏导， 让他们

暖暖和和，快乐过冬。

此外，借助于“一网统管”的场景应

用，养护院实现了暖心的后勤保障：确保

空调、锅炉、空气净化器等保暖设备正常

使用，通过遍布院内公共区域、与市区智

慧养老数据平台联网的摄像探头和烟感

设备， 对养护院内的安全风险进行实时

监控，确保给长者提供一个安全、温暖的

居住环境。 比如， 长时间启用御寒设备

时，借助于“一网统管”的大数据，有效排

查消防隐患。

这张网还兜住了“速冻模式”下老人

的健康护理。 对于那些患有心脑血管等

慢性疾病的长者， 通过接驳智能床垫和

手环等感知设备， 实时监测长者的生命

体征数据，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病情、第一

时间送医治疗。

让预警跑在居民报修前

实时感知水压升高、 水流减速等疑

似水管结冰隐患风险， 让预警跑在居民

报修之前，更快速发现、精准处置。 依托

于“一网统管”的场景赋能，上海城投水

务集团建设了 “智慧供水平台”， 通过

533 台流量仪、277 个在线压力点、98 个

在线水质点进行管网运行监控。 当下的

“速冻模式”，正是对该系统一次考验，将

利用算法判别异常数据，对水量、压力的

数据突变进行报警， 以此提前并及时发

现水管爆裂的可能。

据介绍， 气温骤降突降会破坏供水

管网，引起漏水大幅增加，而依托这一平

台， 监控人员可以实时查看各个区域的

供水管网运行状况， 提高异常情况的发

现和处置效率。

与这张网相对应的， 城投水务已建

成了涵盖10个管理所、36个管理站、4000

多个路格、8800多个DMA （供水独立计

量）小区的四级网格化管理体系，可及时

发现寒潮后某个区域的漏水情况， 减少

极端气候对居民用水所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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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时降温1.6℃，寒潮来了！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天弛） 昨

天下午， “霸王级” 寒潮抵达上海，

本市气温瞬间跳水， 午后平均每小时

降温 1.6℃， 触发 2019 年新版上海气

象灾害预警信号实施以来的首个低温

预警。 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测， 昨

夜风雨过后， 今天全天本市气温都在

0℃以下， 市区最高温度-1℃， 最低

-5℃， 郊区最低气温更是低至-8℃。

昨天午后， 上海中心气象台将寒

潮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

号， 这也是今冬首个寒潮黄色预警信

号， 同时发布的还有大风黄色预警信

号 。 截至记者发稿时 ， 上海仍高挂

“四黄” 预警信号。

在冷暖气流碰撞下 ， 昨天下午

起， 申城出现降雨， 累计雨量达到中

雨程度， 上半夜转为阴有雨夹雪和小

雪， 至今天凌晨雨雪渐止。 但风雪过

后的降温确是实实在在的。 根据上海

中心气象台预测， 在冷高压控制下，

今天申城以多云到晴为主 ， 阳光回

归 ， 但毫无暖意 ， 全天都在冰点以

下 ， 市区最低气温-5℃， 最高也只

有-1℃， 而郊区的最低气温则将跌

至-8℃左右， 相当于冰箱冷冻室的温

度， 有严重冰冻出现， 低洼和易积水

处出现道路结冰情况。 同时， 风力依

旧强劲 ， 西北风 6 级阵风 7-8 级 ，

风寒效应明显。

今天还不是最冷的， 此次寒潮最

冷时刻将出现在 2020 年最后一天。根

据预测 ，31 日至 2021 年 1 月 1 日早

晨，本市最低气温依旧在-6℃至-5℃，

郊区在-8℃至-6℃之间，这意味着，市

民将在天寒地冻中迎来 2021 年。

据预测， 元旦白天本市气温开始

有所回升，从 1 月 3 日起，最低气温将

重新缓慢爬升至 0℃以上， 最高气温

也将回升到 5℃至 10℃之间。

上图：昨晚在浙江路桥上，不少骑

着助动车或自行车的行人顶着寒风与

雨雪艰难爬坡。 本报记者 张挺摄

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昨夜今晨，申城进入“速冻”模式。

极端天气应对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更是对超大城市治理能力的考

验。 为保障城市有序运行， 昨天白天

起，公安部门启动紧急预案，对道路交

通开展巡检， 加大街面警力投放处置

突发情况。

下午， 市郊青浦区城中东路青松

路口到城中西路城中北路口区域的中

间隔离栏被大风吹倒在地， 影响过往

车辆通行。 正在街面巡逻的市公安局

青浦分局交警支队民警叶路随即呼叫

同事赶到现场，抬起隔离栏，恢复原位

并加固， 赶在晚高峰到来前恢复了道

路通行。

杨浦区街头也发生了类似情形。

长阳路沿线的中央隔离花坛被强风

吹倒在路中 ， 杨浦警方安排民警疏

导交通 ， 同时紧急处置 ， 徒手将花

坛拖至路边 ， 并联系园林部门至现

场进行加固。

昨天 17 时 25 分，受大风影响，黄

浦江渡轮全线停航，下班高峰时段，非

机动车在越江隧道前排起长队。 浦东

交警支队民警会同属地派出所增援警

力，迅速启动大连路、复兴东路隧道非

机动车过江预案。 在对过江非机动车

骑行人进行安全告知后， 由警车头尾

开道护送，分批放行越江。

虹口交警也在大连路隧道浦西入

口处分批护送非机动车从隧道越江。

截至记者发稿时，护送工作仍在继续，

虹口交警已护送三批次非机动车车队，

总计 900 余辆非机动车从隧道越江。

将恶劣天气对交通的影响降至最

低，全市公安交警在重点时段做到“三个

不断”，即“重点点位不断人、重点线路不

断巡、重点区域不断屏”。

在易积水、 易结冰等重点点位， 市

公安局派足警力持续加强前端引导分

流 ， 确保不断人 ； 在省际重点高速公

路、 城市快速路、 “三纵三横” 等重要

路线， 将加大巡逻力量投放， 滚动开展

往复巡管， 确保重点线路不断巡； 在外

滩、 陆家嘴、 新天地、 静安寺、 徐家汇

等核心区域， 实施远程实时监控， 确保

重点区域不断屏。 风雨大作时， 通过限

流限速、 间断放行、 警车带领、 驻点值

守等方式， 引导车辆安全通行。

同时，会同清障施救、道路管养、交

通管理等部门上足力量， 备足黄沙、草

包、融雪剂、工业盐、铁锹等物资，如遇突

发情况，即刻启动联勤联动方案，保障城

市各核心区域、路段、点位的持续畅通、

有序、安全。

在中心城区， 为确保街头流浪人员

平安度过这个极端天气，静安、黄浦、虹

口、徐汇等区组织警力深入社区、街道、

工地、企业等进行走访排摸，及时消除各

类安全隐患，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救助。黄

浦区救助站的仓库内防寒物资已准备妥

当，黄浦警方会同区相关单位支援力量，

对全区各风景区、地下通道、自助银行、

地铁出入口等重点区域开展排查， 对发

现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 并提供充

足防寒物资。

用气量骤增，日供可达4800万立方米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天弛）来自

上海燃气集团的消息， 昨天本市用气

量达到3200万立方米。根据预测，寒潮

期间天然气用量还将大幅攀升， 目前

上海天然气供应整体平衡， 预计日供

应量将达4800万立方米， 但仍需关注

极端高峰天然气用量缺口。

进入12月以来， 上海燃气用量不

断增加，截至昨天早晨，12月天然气用

量已达8.4亿立方米 ， 同比增长超过

8.5%，而这场寒潮期间 ，天然气使用

量还将大幅上升， 或将刷新上海日用

气量高峰，超过4800万立方米。

为保障供应安全， 上海燃气提前

加强天然气内外沟通调度， 争取原有

计划天然气资源按时按量抵达上海。

据介绍， 目前洋山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和五号沟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储存量共

计32177万立方米，后续洋山港还将有

一船气到港， 届时液化天然气储存量

可保证上海用气16天。同时，为了保障

非管输燃气供应地区居民的冬季用气

需求， 该公司还加强瓶装液化气保障

力度， 在目前1000吨可用15天的资源

供应基础上，已向崇明岛运送两槽车、

共计45吨的液化气， 并将在明后两天

再分别运送三车、两车槽车上岛。

除了调度天然气资源， 气温骤降

时燃气管道的运行安全也有保障。 据

介绍，上海燃气“调压师”们悉数出动，

为全市天然气设备做应急“体检”和维

护保养。 每台调压设备上都有大小十

余个需要测量的点， 每个点位测量需

要两人配合完成。 据了解，寒潮期间，

上海燃气共安排值班人员1000余人、

应急保障车辆300余辆。

昨天 ，上

海燃气金山公

司对调压设备

进行防寒措施

检查， 对大用

户和次高压调

压器陆续进行

加强巡检 ，并

对有积水的调

压器进行排水

处理。

（上海燃气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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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入夜，一阵凛冽刺骨的寒风，混合着

扑面而来的雨雪，宣告“速冻模式”的降临。 街头流浪乞讨人员

的安危让人们记挂在心。 昨晚，记者跟随市民政、公安、城管等

部门组成的联合巡查督导队，前往铁路上海南站、黄浦区部分

路段等进行路面巡查，看看这场“霸王级”寒潮下，这座城市如

何守住暖意。

临近元旦、春节，铁路客运到了一年之中最忙碌的时段。上

海南站，来来往往的人群之中，不乏失智老人、未成年流浪人员

等困难群众。 铁路上海南站临时避寒处正式启用。 据上海南站

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李跃平透露，目前已有近十名流浪乞讨人

员在此休息避寒。 为帮助困难群众顺利度过寒潮，这间临时避

寒处将一直开设至明年1月3日。

记者在现场看到， 棉被、 方便面、 口罩、 消毒纸巾等物

资储备一应俱全。 40多岁的张先生静坐在临时避寒处的长椅

上， 肤色黝黑， 沉默少语。 来自湖南的他， 原本一直在家乡

做着小本生意。 为了赚钱贴补家用， 他来到上海找机会。 没

想到， 数周过后， 稳定的工作未找到， 却遇上了难得一遇的

超级寒潮。 “我原本晃荡在火车站附近， 听工作人员说这里

有避寒场地就来了。” 打上热水、 泡好方便面， 城市暖意在点

滴关怀中尽显。

人力巡查外，“城市大脑”也有序运转。寒潮来袭，徐汇区应

急管理局摇身一变成为“现场指挥部”。辖区内重点路面实时画

面统一接入大屏，方便值守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处置特殊情况。

“我们与区城运中心一起实时监控重点单位、重点区域等，综合

协调全区应急处置任务，确保安全有序。”徐汇区应急管理局副

局长姜湧说，技术赋能之下，相关部门、街镇可以实时共享、共

用民生大数据，实现街头救助“一网统管”。

“今年寒冬期间，上海针对陷入困境、居无定所、流浪街头

等生活无着人员进行专项救助工作，进一步强化‘全天候服务’

机制。”市民政局副局长李勇表示，市、区两级民政、公安、城管、

卫健等多部门联动配合，并结合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将确保

不遗漏、无死角，为流浪乞讨人员送上冬日里的温暖。实际工作

中， 也总会遇到个别坚持不愿前往救助站点的流浪乞讨人员。

遇上这种情况，工作人员会送上热水、方便面、棉被等，并留下

印有救助站地址、电话的服务卡。

记者了解到，就在寒潮到来前，上海市、区两级18家救助管

理机构均已设立了流浪乞讨人员临时避寒场所， 储备了充足的

御寒物品与防疫用品。 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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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救助管理部门还将加大身份甄别力度，加强跨省联动寻亲，

及时帮助走失的流浪乞讨人员找到亲人、回归家庭。

未来数天内，由各政府职能部门集结而成的街面巡查小分

队还将继续行走在大街小巷， 为城市中的困难群众带去温暖。

从社区救助管理志愿者、夜间安保人员、环卫工人到公交和出

租车司机，甚至是普通市民，都将成为这个善意救助网络的一

员。借助一张张暖意小卡片、宣传单等，为困难群众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

确保城市基础设施平稳有序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受强冷空气

影响，申城大幅降温，上海城投集团及时

落实各项防御和应对措施， 加强供水服

务、排堵保畅、固废转运处置等应急预案

演练， 确保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

安全平稳有序。

据悉，上海城投集团充分利用“一屏

观”平台，发挥“一屏管”作用，即时掌握

供水压力和水质、高速公路路面通行、环

境码头作业和末端处置情况等实时情

况，做好寒潮期间运营工作保障。

城投公路板块对辖内各道路（桥梁）

沿线、 隧道地面设施进行道路路况防护

检查，针对冷空气可能带来的大风，开展

高空坠物安全隐患排查。 应急物资集中

储存点增加到 26 个，特别是储备好融雪

剂、工业盐、麻袋、草包等应急物资。应急

保障人员做到全员上岗，巡检车、应急作

业车以及各类牵引车做好维护保养，随

时待命，及时做好防冻措施和道路除冰，

确保车辆通行安全。

水务板块是寒潮应对中的重点行

业，城投水务集团早动员、早部署。 城投

原水公司加强户外桥管设施的重点防

范，已完成输水管线 35 处桥管、72 只排

气阀、34 处野外压力表的防冻保暖保护

工作，确保供水管线安全；制水分公司配

备 66 个抢修组 ，针对管道 、设备 、仪表

等，各自来水厂平均配备 3-5 支专业保

障队伍，确保设备能稳定运行；供水分公

司提前对二次供水接管的近 6100 个小

区全面检查管道防冻包扎。同时，集团准

备了十余辆大型抢修机具、30 余支抢修

队伍，一旦发生裂管漏水险情，立即就近

支援，并不断巡查 216 个在线压力点、98

个在线水质监测点、430 个水质采样点。

“供水热线 962740” 全员上岗，120 个接

电坐席、71 名营业厅人员、491 名一线对

外供水服务代表随时接受故障报修。

环境板块开展特殊天气下垃圾中转、

焚烧工作的特别准备，做好抵御寒冷天气

的物资储备，及时应对突发物资需求。

船舶离港进入“封冻”时刻
本报讯 （记者何易│周辰）昨天 20

时 50 分，随着最后一条船“新天津”轮缓

缓驶离洋山港码头， 在寒潮来临之前洋

山港进入封港时刻。据洋山边检站统计，

受本次寒潮影响 ，5 艘船舶取消靠港计

划，7 条船舶离港避风，昔日繁忙的洋山

港一时间进入“封冻”时刻，码头上空无

一人，进入全力迎战寒潮状态。 今天，上

海高挂低温和大风黄色预警。 据气象部

门预报，洋山港最高阵风达 10 级，气温

最低降至-2℃。在此之前，洋山边检站配

合口岸运营单位和船方与寒潮进行了一

场争分夺秒的赛跑，提前与港区、代理公

司、海事部门、引航站等相关单位联系，

第一时间掌握船期变更动态， 通过边检

外轮离港手续快速办、随时办、网上办，

保障船舶快速疏港， 保证了在寒潮来临

前船舶离港避风。封港期间，洋山边检站

通过电子巡检， 加强对离港避风期间船

舶的动态监管， 严防漏管失控。 寒潮过

后，洋山边检站将通过“预约服务”“错峰

办理”等举措应对船舶密集靠港、船员集

中调换等业务办理高峰， 确保整个封港

期间勤务组织有序，口岸通关顺畅。

城投集团

洋山港

燃气集团

公安交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