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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网：勘察地势低洼处变配电站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天弛）记者

昨天了解到，为保障台风影响期间上海
电网安全有序运行，国家电网上海市电
力公司已完成全市 62 座 35 千伏及以
上电压等级地下（含半地下）变电站、55

座低洼变电站、2230 座 10 千伏地下配
电站的现场勘察，消除隐患 277处。

国网上海电力在台风来临前，已
对本市厂站、输电通道开展特巡，对线
路通道沿线的易飘物、大棚、彩钢瓦等
做好排查、加固和拆除，加紧清理影响
线路安全运行的树竹隐患。同时，加强
对地下变电站、 地势低洼变配电站和
电缆隧道的防汛工作， 确保排水设施

完好、防汛材料配备充足到位。

客户保障方面， 已对全市高低压
泵站、 高压地下客户站和水产养殖户
开展防台防汛检查，并针对雨水泵站、

下立交及其他容易积水的客户， 合理
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做好预案。

此外，743 辆各类抢修车、45 辆发
电车 、670 余台抢修专用抽水泵和潜
水泵， 以及在 13 个定点仓库储备的

5000 余件沙袋、防水挡板等防汛物资
已全部调度就绪； 全市范围内 173 个
电力抢修驻点，3500 余名专业抢修人
员也将全天候待命， 以确保台风过境
期间电力抢修工作有序开展。

明起暴雨将至，申城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
“烟花”预计今天下午移入东海东南部，带来的风雨影响强度增大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天弛）据上海
中心气象台预测 ，今年第 6 号台风 “烟
花” 预计在今天下午移入东海东南部，

最大可能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在浙
江沿海登陆。 这种情况下，“烟花”给上
海带来的风雨影响将更早、更大。 明天
起至下周一 ，本市雨势明显 ，雨量可达
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最大过程累
计雨量可达 350 毫米。

过去的一天里，“烟花”依旧行动缓
慢，在太平洋洋面“蓄力”。 据中央气象

台发布， 截至昨天 17 时，“烟花”（强台
风级 ） 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大约

690 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 中心附
近最大风力有 14 级（42 米/秒），中心最
低气压为 955 百帕。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
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暴雨蓝色预警
信号。

接下来，“烟花” 预计将以每小时 5

至 10 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

强度逐渐加强 ， 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
（中心风力 16 级）， 今天傍晚前后移入

东海东南部海面，然后转向西北方向移
动，逐渐向浙江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
海靠近，最大可能将于明天夜间到后天
白天在浙江沿海一带登陆，登陆时保持
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随着 “烟花 ”逐渐向东海靠近 ，本
市风力已经逐渐增大 ， 上海中心气象
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 而 “烟
花 ” 对申城的影响将逐渐增大 。 记者
从市气象局了解到 ， 今明两天 ， 本市
陆地东北风最大阵风 6 至 7 级 ， 沿江

沿海地区 8 至 9 级 ， 洋山港区和沿海
海面 9 至 10 级 ； 本周日至下周一 ，申
城将受 “烟花 ”本体环流影响 ，风力更
劲 ，陆地风力可达 8 至 10 级 ，沿江沿
海地区 10 至 12 级 ， 洋山港区和沿海
海面 13 至 15 级 。

“烟花”的可怕之处还不是大风，而
是它庞大的体格和含量惊人的水汽，加
之运行缓慢，将为申城带来持续且高强
度的降水。 根据预测，本市今起将受到
台风外围影响 ，阴到多云有阵雨 ；而明

天起至下周一 ，雨势更加明显 ，雨量可
达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过程累计
雨量约为 120 至 180 毫米，局部地区可
达 200 至 350 毫米。

气象专家提醒，“烟花”移速相当缓
慢，几乎原地打转 ，平均每小时移速不
到 5 公里。 这种情况不多见，主要是“烟
花”缺乏明显、有力的引导气流，只能靠
自身“内力”移动。 这一方面使得“烟花”

得以持续吸收海上热量、 逐渐壮大；另
一方面，推延登陆时间 ，使未来走向有

了更多变数。 明天起，盘踞在日本海附
近的副热带高压将有所减弱，可能会给
“烟花”让出部分北上通道，“烟花”仍有
擦过浙江北上的可能性。

另外，记者从市防汛指挥部了解到，

各区防汛部门和相关单位已结合各自区
域特点， 在风雨到来之前， 对高空构筑
物、在建工地 、易积水小区 、地下空间 、

下立交、码头、店招店牌 、排水管网 、窨
井盖等防汛防台关节点进行了隐患排
查，切实筑牢城市防汛防台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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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 +人力”，滚动排查安全隐患

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消息，强
台风“烟花”最大可能于明天夜间到后天
白天之间在浙江沿海登陆， 明天至下周
一期间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 当前是
防汛防台关键期。连日来，上海各区各部
门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落
实问题整改， 储存防汛防台物资， 加强

24 小时值班值守，充分运用城市数字化
转型成果的同时， 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
动性，用“智慧+人力”全力确保市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即日起， 全市 5 万余公安民警坚守
岗位 、 枕戈待旦 ， 全力防御应对台风
“烟花”。 上海公安机关将以 “动态隐患
清零” 专项工作为牵引， 紧抓不放心的
区域、 不放心的路段、 不放心的点位、

不放心的要素， 开展滚动排查， 及时发
现、 整治各类安全隐患。 治安总队将配
合相关部门排查可能发生险情的广告灯
箱、 玻璃幕墙、 空调外机等高空构筑物。

全市交警将结合早晚高峰和双休日出行
特点， 统筹备勤警力增援一线执法， 加
强高架道路、 越江桥隧、 高速公路及主
干道的交通疏导工作。

“算”出高空坠物和积水隐患

黄浦区高楼林立，玻璃幕墙、店招店
牌众多， 同时老城厢内有大量历史保护
建筑。“烟花”日益逼近，老城厢如何防范
高空坠物和低洼积水风险？ 黄浦区推出
一张防汛预警隐患数字地图， 通过一屏
查看全区各隐患点位， 在台风来临之前
全力消除风险。

黄浦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的大屏幕
上，记者看到，密布着 100 个橙色点位和

100 个红色点位， 分别代表存在的积水
风险和高坠风险隐患点。

黄浦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副主任徐
喆介绍， 这 200 个隐患点位是根据四年
来积累下的 200 多万条数据、 并通过人
工智能计算出来的。 数据一方面来自于
行业主管部门在日常排查中得到的信
息，另一方面是 12345 市民热线数据，包

括群众投诉和建议等。

“借助 ‘一网统管’， 200多万条数据
得以有效结合、 并进行清洗和标准化，

从而为城区智慧体检提供可能。” 徐喆说。

“一键”掌握建筑工地情况

上海各建筑工地进入“备战期”。 在
虹口区， 银欣路庆阳路交界处的上海祥
生中心建设项目正处于土建阶段。 项目
安全总管陈建松办公室中， 一个监控大
屏显示着工地的实时景象。这里共 32 个
探头， 轻点鼠标即可锁定、 放大目标区
域，拖曳鼠标还可 360 度旋转监控探头，

“一键”掌握工地情况。

陈建松点击一处屏幕中的基坑影
像， 放大后可以看到架子工正拆除内基
坑边的临时防护栏杆， 换上固定式防护
钢板。 他说，这个内基坑深 6 米，如果继
续使用临时防护栏杆， 万一遇到暴风雨
刮倒临时栏杆，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固
定式冲压钢板就没有这个风险。这两天，

内基坑中的临时防护栏杆正陆续被固定
式防护钢板代替。

祥生项目现有工人、 管理人员 125

名， 陈建松指着工地旁一栋三层办公楼
介绍，这里已改成应急撤离点，将腾出 4

间会议室、1 处活动大厅作为备用，每个
房间里都备上水、 泡面等食物， 以及手
电、胶鞋等应急物资。

环卫工人用竹签通畅排水口

共和新路上的北区汽车站前， 身穿
浅蓝色服饰的环卫工人沈焱昱正和一个
排水口“较上了劲儿”。 他用一根竹签不
停地捅着“沟眼”，将残留淤泥与树叶残
渣尽数“掏出”，大扫帚一挥、铁铲一铲，

不到片刻便清理干净。

沈焱昱所在的团队负责共和新路上
约 2.4 万平方米区域。 “每个班组都会
对这一区域进行三次 ‘普扫’， 随后有
针对性地进行清洁 ， 特别对 ‘沟眼 ’

‘死角’、 窨井盖等反复清理。” 这条路
上大约有 24 处排水口， 每走一遍沈焱
昱都会仔细 “收拾”。 主干道疏通排水
口避免积水 ， 背街小巷则需要清扫落
叶。 记者跟随环卫工人来到和田路， 他
用竹签清理窨井盖表面的落叶， 避免杂
物堆积引发堵塞。

预降内河水位、腾出库容

长江防汛墙是抗台风 、 防大潮的
重要屏障 。 地处北上海的宝山区滨江
临海 ， 各沿线单位严阵以待 。 内河是
防汛排水的主要通道 。 北泗塘河 ， 是
宝山辖区内的一条重要内河 ， 河水通
过水闸后一路向南排进蕰藻浜 ， 再直
通长江 、 黄浦江交汇处的吴淞口 。 宝
山区堤防水闸管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两天已开启闸门进行排水， 以预降内
河水位、 腾出库容。 宝山区的水闸设施
也开展了内河调度工作 ， 相关排水部
门、 泵车、 排水突击队也已做好准备、

随时待命。

吴淞街道海滨新村， 靠近长江防汛
墙， 是宝山区最老的居民区之一。 社区
物业、 工作人员一幢幢排查楼栋、 检查
楼顶， 并将可能引起安全隐患的杂物清
理干净， 避免发生漏雨。 为更好地排查
风险点， 社区还组织起包括物业、 业委
会、 街道社区管理办、 居委会等各方力
量的联席会制度， 确保在台风到来时，

迅速响应。

绿化市容：应急抢险队整装待命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记者昨天

从市绿化市容局了解到， 为应对台风
“烟花”可能带来的影响，全市已集结

296 支绿化应急抢险队伍、132 支林业
应急抢险队伍 、338 支道路保洁应急
抢险队伍 、118 支户外广告和招牌应
急抢险队伍，整装待命，随时准备投入
防汛防台工作。

目前，市绿化市容局已制定下发
相关通知，要求各条线全面开展汛前
督查， 严格执行汛期 24 小时值班和
领导干部带班制度，加强风险监测预
警。 同时，绿化市容行业相关数据与
统计路径现已纳入防汛信息化系统
的城运信息灾情直报模块，灾情统计
实现 “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 ”，确保发
现隐患和灾情后，第一时间开展应急
处置、靠前指挥、灾害抢险工作，力争
将损失降至最低。

绿化林业方面， 通过组织开展防
汛防台应急抢险演练， 进一步提高资
源整合和力量调配， 加强应急队伍建

设，备足防汛抢险物资物料，科学合理
调度抢险。 结合行道树冬修和夏季剥
芽作业，各区绿化部门会同电力部门，

加大修剪力度， 排除树木与电力架空
线的安全隐患， 重点做好风口和新种
植行道树的疏枝、绑扎和加固等工作。

环卫保洁方面， 绿化部门梳理暴
雨易积水路段 860 余条， 环卫部门将
加大道路保洁力度， 及时清扫路面垃
圾及落叶，清空沿街废物箱。

户外广告方面， 市绿化市容局等
部门联合开展户外广告、 招牌的安全
隐患排查整改工作， 重点聚焦对人员
密集场所、 设置期限长、 设施体量大
的各类户外广告、 招牌设施以及无主
店招店牌设施的排查力度。

截至 6 月底， 上海已发放户外广
告、 招牌安全告知书 35.4 万余份；累
计抽查户外广告、招牌设施 25.3 万余
块，对隐患情况复杂、短期内难以完成
整改的， 先行采取警戒措施并对整改
情况做好跟踪督查，确保落实到位。

迎战台风，这些功课请提前做好

迎战强台风 “烟花”， 市民需要做
好哪些应对？ 出门要注意什么？ 防积水
的正确姿势是什么？ 小家庭又可以提前
做哪些准备 ？ 昨天 ， 多位专家 “划重
点” 提示： 面对突发的暴雨台风， 除了
要注意安全问题， 也要格外当心接触积
水致病， 提前准备家庭 “应急包”。

家住地势低洼区，如
何防积水

上海市疾控中心专家介绍， 一般而
言， 暴雨后形成的积水中， 既有雨水，

也有垃圾、 化粪池甚至医院污水， 其中
可能含有大肠杆菌、 沙门氏菌、 轮状病
毒、 腺病毒等大量病原微生物， 还包括
溶组织阿米巴、 钩虫、 蛔虫、 蛲虫和绦
虫等寄生虫， 使得人接触积水后引起腹

泻、 皮炎等症状。 因此， 积水退去后，

若清洁消毒不到位， 接触被积水浸泡过
的环境或物体， 也极易造成各种感染。

专家建议 ， 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
区 ， 可因地制宜 ， 采取 “小包围 ” 措
施， 如砌围墙、 大门口放置挡水板、 配
置小型抽水泵等防止积水。

万一防不住 ， 当积水来 “敲门 ”，

市民们也不必慌张。 首先， 应避免直接
接触积水， 比如趟水时可穿高帮雨鞋；

清洁被淹的物品和环境时， 应戴橡胶手
套； 直接接触积水后， 应立即用未受污
染的自来水冲洗接触部位。

同时， 要做好物品和环境的清洁消
毒。当积水退去后，首先需对被淹物品和
环境进行清洁，清除杂物和淤泥；建议用
含有效氯 500mg/L 的消毒液擦拭物品表
面、拖拭地面，如面积较大的环境物体表
面，也可用喷雾器进行喷雾消毒；餐饮具
在清洗干净后煮沸消毒 15 分钟，或用含
有效氯 250mg/L 的消毒液浸泡消毒 30

分钟；毛巾、衣服、被单等织物清洗干净
后可用含有效氯 250mg/L的消毒液浸泡
消毒 30 分钟。

要注意的是，为了达到消毒效果，消
毒前需将被消毒物品或表面清洗（洁）干
净；84 等含氯消毒剂具有一定的腐蚀性
和漂白性，配制消毒液时需戴手套，并保
持场所通风；达到消毒时间后，需用清水
对被消毒物品进行漂洗或擦拭， 以去除
被消毒物品上残留的消毒剂； 煮沸消毒
时，应将物品完全浸没在水中，水煮开后
开始计时，若中间加入新的物品，应重新
开始计时。

家庭“应急包”里，需
要装点啥

“从过往经验看， 遇上暴雨、 台风
天等恶劣天气 ， 急诊患者数量明显减
少， 重症患者则会多一些。” 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民医院急诊与重症医学科主任
万健告诉记者， 患者主要为外伤等损伤
性疾病 ， 最常见的就是被高空坠物砸
伤、 车子抛锚翻车导致的溺伤等。

万健也向市民发出提醒 ： 在台风
天， 能不外出尽量不要外出； 同时， 家
里可准备好 “家庭应急包”。

“家里可以储备一至两天的食物和
水， 并适当准备救援绳、 手电筒、 口哨
等自救工具， 一旦停水停电， 这些都能
用上。” 他补充道， 市民家里也可提前
准备用于处理伤口的急救包， 包括医用
绷带、 创可贴、 医用消毒剂 （碘伏或苯
扎氯铵）、 生理盐水等， 以备不时之需。

另外， 慢性病患者请及时配好常用药。

“一般来说台风影响时间不会很
长， 市民不用特别紧张， 实时了解所在
地区的气象信息， 适当做一些提前储备
即可。” 万健也提醒， 辛苦奋战在一线
的工作人员 、 志愿者们一定要做好防
护，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

■本报记者 李晨琰

■本报记者 陆益峰 单颖文
占悦 王嘉旖 周辰

上海消防

救援总队金山

支队水上应急

救援队集结动

员部署做好准

备 迎 战 台 风

“烟花”。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市水务局：全市停止水闸引水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天弛）为保

障城市安全运行， 记者从市防汛办获
悉，昨天 10 时起，市水务局已停止全
市水闸引水，加强排水，将在台风到来
前腾出河网调蓄库容约 3 亿立方米。

截至昨天，为防范台风“烟花”带
来的风雨影响， 全市已检查了在建工
地 3600 个、地下空间 7905 处、下立交

552 处、 小区 1284 个、 旅游景点 154

处、堤防海塘 689 公里、泵闸 1571 个，

对发现的隐患及时整改消除， 现已完
成加固树木 38569 棵， 加固店招店牌

2874 块，拆除存在风险的店招店牌共
计 2245 块。

此外，市防汛办已要求沿江沿海
各区及临港新片区、洋山深水港区等
重点区域企事业单位做好人员转移
撤离、船只进港避风等准备工作。 现
已落实 510 艘船只进港避风，转移上
岸人员 405 人。

根据防汛相关工作要求， 目前全
市已有 2.7 万名防汛干部进岗到位、值
班值守，还有 1.5 万名抢险队员已提前
待命，如遇突发险情，可立即投入抢险。

新片区：16个安置点可安置13300人
本报讯 （驻临港记者祝越）临港

新片区地处杭州湾和长江口交汇处，

是上海防汛防台的前哨阵地。昨天，临
港新片区防汛办开展了台风“烟花”专
项防汛防台安全检查， 对重点建设工
地、 雨水管网养护情况及安置点准备
情况作了实地检查。

目前临港新片区在建工程工地共

382 个，现场总人数 26951 人，为保障
各施工现场和人员安全， 各工地及时
响应并落实防汛防台应急预案， 对临
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塔吊、深基坑安
全，检查地下空间强排设施，适当拆除
脚手架，并储备充足防汛物资。

目前新片区已提前制定并启动了

防汛防台相关预案， 部署各单位对市
政道路雨水管网、城市污水管网开展滚
动排查，并采取各项应急措施为防汛防
台做足准备，包括预降滴水湖水位、清除
雨水排口树叶、清理隔离井漂浮物等。

同时，为保障汛期人员安全，做好
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临港新片区共设
置了 16 个安置点， 可安置 13300 人。

“若汛期雨情影响严重，这些安置点可
以帮助受灾群众和建设工人安全平稳
度过汛期。”该负责人表示，“我们将在
安置点提供物资保障、秩序维护、医疗
保障等服务， 一些安置点如上海海事
大学、上海电机学院、上海建桥学院还
提供就餐，且设有空调设施。 ”

提醒

防御

防汛防台不能有丝毫麻痹懈怠和侥幸心理
（上接第一版） 要增强忧患意识、 风险
意识， 立足从早从准， 结合短中长期分
析， 加强预测研判， 及时预报预警， 为
做好台风防御和市民自我防护提供坚强
支撑。 要抓紧细化完善应急预案， 提前
做好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和装备物资储备
保障， 真正做到有备无患、 心中有数，

关键时刻拉得出、 顶得上、 打得赢。 要
聚焦重点领域、 重点地区， 深入排查薄
弱环节、 风险隐患， 及时补好短板、 堵
塞漏洞， 尽最大努力将可能发生的险情
消除在萌芽状态。 要持续加强全民防灾
减灾教育， 树立自我保护意识， 增强避
灾自救能力， 养成良好安全习惯， 切实

筑牢全民防汛防台安全防线。

龚正昨天上午来到龙华机场泵站察
看运行情况， 详细了解全市排水系统防
汛准备工作， 要求及时调度处置， 备足
抢险力量 ， 密切关注下立交等重点区
域， 进行再检查、 再部署、 再落实。 在

11 号线江苏路站 5 号口 ， 防淹挡板 、

沙袋、 阻水袋、 应急泵、 应急照明等防
汛用品一应俱全。 市领导仔细察看， 并
听取地铁防汛预案准备情况 。 龚正指
出， 要树立底线思维， 把措施安排得再

周密一些， 提前预警， 快速反应， 一旦
出现险情， 该停运的要马上停运， 该疏
散人员的要及时疏散。

龚正指出，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在市委的坚强领
导下，全力做好防汛防台工作，迅速进入
防御台风“烟花”的临战状态。 各级防汛
责任人要靠前指挥，逐级抓牢、层层压实
责任，依托“一网统管”防汛防台指挥系
统， 强化应急值守、 信息共享和联防联
控。 要加强预警、防御为先，重视极端天

气、小概率灾害天气的预报预警，提高准
确性和提前量。 要深入排查、及时整改，

切实消除风险隐患， 加强轨道交通等重
要设施的隐患排查和安全防护， 重视高
空坠物、 简易房屋、 在建工程的排查整
治。 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对沿江沿海
等重点区域人员， 坚决做好转移避险工
作。 要快速处置、有效应对，切实维护城
市平稳有序运行， 减少积水对市民带来
的不便。 台风过后，要迅速行动，确保生
产生活秩序尽快恢复正常。

市领导陈寅、 汤志平， 上海警备区
副司令员徐国安， 武警上海市总队司令
员马德荣参加相关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