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格防疫保障平安研考
暖心行动护航莘莘学子

沪上高校为考生创造温馨温暖考试环境

今天，2022 年全国研究生入学考

试正式鸣锣开考。 为保障考生平安研

考、健康研考，沪上高校在抓细抓实疫

情防控和考试组织工作的同时， 精心

推出多项暖心行动。 短视频“云踩点”

考场、 爱心专车送考……为考生创造

温馨温暖考试环境， 为莘莘学子加油

鼓劲、保驾护航。

记者从多所高校获悉， 切实做好

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研考组织各项

准备工作， 各考点均积极制定了研考

防疫应急工作方案和考试防疫组工作

实施方案，并进行了应急演练。

由于考生规模较大，今年，复旦大

学设置了分考点， 主要分布在邯郸校

区、江湾校区，复旦附中、复旦二附校，

以及同济一附中、控江初中，开考前学

校特意提醒考生， 提前确认好考场的

具体位置，不要走错考场。

上海外国语大学共设置 41 个常

规考场，以及 4 个备用考场、4 个发热隔

离考场、9 个备用安置考场，为最大程度

减少研考可能出现的疫情传播, 常规考

场和发热隔离考场进行分楼栋设置。

由于疫情原因，多个考点公告提示，

考试前一天考场不对外开放。 如何让校

外考生顺利找到考场？ 上海财经大学等

高校，相继推出进校导引视频，以沉浸式

“云踩点”服务为考生护航。

12 月 23 日， 上海财经大学在其官

方视频号上推出一段 2 分 41 秒的考场

踩点视频，以考生的视角，从校门口一路

拍到考场门口，宛如实景地图。教学楼考

场在哪里？每个校区如何辨识？一段视频

详解考生最关心的问题。

为保证考研学生能够安全到达上海

财经大学杨浦校区考点，昨天，上海海洋

大学专门调配了爱心专车为考研学子送

行。“星光不负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我们一‘研’为定！ ”“时不我待，天道酬

勤，精耕细耘，开创辉煌！”两条贴在车上

的横幅，也代表着送考师生的祝福。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本报记者 吴金娇

400公里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完成
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又一波寒潮

抵沪，你家的水管龙头也“穿好棉衣”了

吗？记者前天从 2021 年冬季寒潮供水保

障新闻通气会上获悉， 截至目前， 全市

400 公里老旧供水管网改造任务已提前

超额完成， 全市范围内 7731 座供水桥

管、2069 座进排气阀、1211 个管网监测

点都已巡检包扎完成。

据介绍， 为保障寒潮期间居民家庭

的二次供水， 本市供水企业已对年初受

寒潮影响严重的小区进行了排摸分析，

重点梳理了“梅花窗”镂空结构、开放式

过道、门窗破损等情况，加强检查表后管

道防冻保温情况， 现已完成表后管道检

查 70 余万处，包扎超过 12 万处；此外，

小区里的北墙水表、管道防冻也已参照室

外保温要求加厚加固，优先更换为防冻水

表或加防冻表套，提升设施抗寒等级。

据市水务局供水部门相关负责人介

绍，寒潮来袭时 ，供水部门将配备 2624

名供水管网抢修人员、1720 名二次供水

抢修人员， 以及储备足量抢修配件及相

关物资，做好备品备件工作。 其中，全市

已储备约 40 万只水表，足以应对持续冰

冻天气。同时，供水热线还预备了应急接

电人员， 热线系统运维方 24 小时驻场，

确保工单及时下派和数据及时更新。

纵横交错的地下市政供水管网，也

是寒潮来袭时的“重点保护对象”。 记者

了解到，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在全市改造

老旧供水管网的同时， 还大规模应用管

网预警系统，实时检测管网运行情况，有

效降低管网漏损风险。 据相关负责人介

绍， 今年投入应用的管道漏损监听仪可

以实时监听管网的运行情况， 一旦发现

声音异常，就可以第一时间发现漏点，大

大提高了应对寒潮时的管网巡检效率，

保障供水安全。

市水务局供水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寒潮来临时，市民如果发现小区楼宇

爆管、水龙头冻坏等情况，可以拨打水费

账单上的客户服务电话，或通过“上海供

水”App 线上渠道自助报修，也可以拨

打 12345，了解供水设施主管单位，要

求及时修复。

专家提醒， 市民也可以利用以下

知识预防和解决家中水管、 龙头冻住

的情况：寒潮来临前，及时关闭家中和

过道的朝北门窗，保持室内温暖，对于

暴露在外的水龙头、水表、水管可用棉

麻织物包裹起来；对已经冻住的设施，

可用温毛巾敷在表面， 再用温水慢慢

冲淋化冻， 也可以用吹风机来回吹水

表及周边管道， 千万不要直接用开水

烫或用火烤；如发现水管漏水，请及时

联系物业，或拨打供水热线电话。

管道巡检抢修24小时“不打烊”
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寒潮来袭，城

市进入能源消耗“冬高峰”。 记者昨天从

申能集团获悉，为“跑赢”冷空气，申能集

团旗下各能源单位的职工们， 从气源采

购到燃气调度， 再到管道巡检和设备抢

修，24 小时“不打烊 ”，全力保障城市燃

气安全平稳供应。

据申能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万一

遇上了极端恶劣天气， 上海市民也不用

担心无“气”可用。日前，上海燃气下属青

浦燃气公司液化气储配站的员工已与各

气源供应单位、气源运输企业沟通联系，

合理制定进液计划，确保气源采购、运输

渠道畅通，储配站库存充足。

天太冷，把煤气表冻坏了怎么办？别

担心， 上海燃气下属金山天然气公司营

业管理所公用户管理组正在严格把关，

他们在外勤服务中仔细点检， 确保极端

天气下新装燃气表具设备的灵敏可靠、

运行稳定。

在上海燃气下属天然气管网公司，

为了让设备安稳过冬， 公司生产部门的

员工们加班加点，已完成调压器、阀门、

过滤器、仪表电器等 2000 余套设备的维

护保养。

管道巡护也是安全生产的重中之

重。 益流集团天然气公司的管道巡检员

王师傅正驾驶着黄色巡检车穿行在马路

上， 照常巡检 500 公里的天然气高中压

管道，为防止冰堵、冻胀，他还要为燃气

设备包裹棉絮。与此同时，在上海燃气

下属浦东销售公司， 输配管理所的职

工正忙着采集数据、巡检管道、排查隐

患，抢修队伍更是 24 小时“不打烊”；

上海燃气下属的大众燃气公司输配部

组队出发，对 0.8Mpa 及以上管线进行

每日巡护，对管线周边的施工情况“及

时发现、及时告知、及时上报”……所

有这些检修“必修课”，都是为了保障

寒潮期间燃气安全。

市教委部署严寒天气应对工作
保障研考，保障校园供电供水供气供餐
本报讯 （记者张鹏）寒潮来袭，周

末又恰逢研究生考试开考。昨晚，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办公

室下发 《关于切实做好严寒天气应对

的工作提示》，要求确保学校平稳渡过

寒潮，做好师生防寒防冻工作。

市教委要求，各学校、各单位要严

格落实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责任，把保障

招生考试，保障校园供电、供水、供气、供

餐作为防范应对工作的重点，加强值班

值守，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学校运行安

全，切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

各学校、 各单位要及时根据相关部

门发布的寒潮、雨雪、道路结冰等各类预

报预警信息和防灾避灾办法， 结合当前

疫情防控和招生考试的特殊情况， 完善

学校隐患排查机制，及时消除致灾因素，

重点开展供水、供电、供气设施的防冻保

暖和门窗设施检修等工作，在考点、食堂

等公共区域进出口要采取防滑措施，并

在醒目位置进行安全提示， 及时开展校

园道路除冰工作。

枕戈待旦全力迎战寒潮 守护城市平安有序
公安交警、道路交通及社区街镇已做好人力、物资等各项准备

入夜，寒风卷着细雨呼啸而来。随

着今年最后一波寒潮强势袭来， 上海

各区各部门立即开启全力迎战寒潮模

式。记者昨天从本市公安交警、道路交

通以及部分社区街镇了解到， 已在人

力、物资和技术方面做好充分准备，枕

戈待旦迎战寒潮， 确保超大城市平安

有序运行。

公安交警：加强低
温时段巡查力度

为应对低温严寒天气， 维护社会

秩序和道路安全畅通， 上海公安交警

提前开启迎战寒潮模式。

在静安区，麻袋、工业盐等应急物

资已调配至交警支队， 一旦出现道路

结冰情况，将第一时间消除险情隐患。

为确保道路畅通， 交警在各个重点路

段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治理， 梳理易

结冰点、事故多发路段等；加强巡逻疏

导， 指挥车辆有序通行， 尤其加强凌

晨、 傍晚等低温时段视频巡查和街面

巡控力度 ，严格落实 “降速 、控距 、亮

尾”的措施。

在奉贤区，面对寒潮来临天气、汽

车抛锚概率提升， 各派出所巡逻警力

加强道路的巡逻和疏导， 避免因汽车

抛锚引起拥堵等情况发生。 交警部门

加强桥隧岗位及机动岗位警力， 加强

对辖区虹梅隧道、 闵浦二桥等重点点

位的巡逻防控。

上海警方提醒：寒潮天气下，广大

市民应尽量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工

具，确需驾车出行，须及时掌握路况信

息和雨雪天气信息。 出车前先检查车

况，行车时要控制好车速，避免出现车

辆打滑等情况； 同时要保持好安全车

距，不要争道抢行，更不能随意变道，听

从执勤交警现场指挥，安全文明行车。

道路养护：气温低
于 5℃停止带水作业

上海交通行业迅速行动， 积极做

好防寒防冻应对准备， 全力以赴保障

道路交通畅通有序。 全市 236 个交通

设施行业应急基地、249 支应急队伍、

4872 名应急抢险人员已严阵以待；配

备融雪剂 538 吨、 工业盐 2664 吨、防

滑材料 173514 只、防滑链 431 副以及

其他冰雪专用物资 9109 份、冰雪天专

用抢险设备 31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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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养护专业应急抢险队伍

集结待命，备足了黄沙、融雪剂等应急抢

险物资，全路网巡视车、抢险车、除雪车

等应急抢险机具设备全部到位。

为提高冰雪天应急预案的针对性、

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道路养护行业各管

养单位针对每条道路制定了 “一路一预

案”；加强信息沟通，与交警、气象、消防

等部门建立应急联动机制， 及时通报道

路受冰冻天气影响和通行情况； 重点关

注高架匝道，高速公路大型立交，越江大

桥及接坡， 尤其是钢结构桥面的通行情

况；气温低于 5℃时，养护单位停止一切

带水作业。

老房抢修班：给裸露
水管加穿“防冻服”

这两天， 上海永善建筑保养工程有

限公司应急抢险班组扛着黑色保温管走

街串巷，检查每一幢房屋，并给裸露水管

加穿“防冻服”。 要赶在寒潮来临前把水

管包好，让大家安心过冬。

在班组负责的黄浦区 4 个街道、129

个小区将近 240 万平方米的 8074 幢直

管公房共计 6万余户，超过三分之一的房

龄在 70年以上， 其余也大多兴建于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 永善公司经理助理倪晓

华介绍，截至目前，检查已基本完成，检

修裸露水管 4000 余米、包扎 2000 余米，

出动 1000 余人次。抢险应急物资也已配

齐，包括麻袋 1000 余只、保温管 1000 余

米、雪橇 30 余把等。 “同时，我们也与物

业单位进行了密切配合， 力争将隐患消

除在萌芽状态”。

应急人力也已集结完毕， 处于待命

状态。只要一个电话，应急队员们将第一

时间“接单”，迅速投身一线抢修作业，为

寒潮中焦急的居民排忧解难，并做到“件

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街镇城运中心：“一网
统管”监控道路积雪冰冻
情况
在徐汇区华泾镇城运中心大厅，基

于“一网统管”的 AI（人工智能）视觉中

枢，对镇域范围内的道路、桥梁上的积雪

冰冻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确保一旦发生

突发事件，及时发现、快速处置。 如遇突

发事件， 将通过城市运行管理平台及时

上报案件，并第一时间派专人消除隐患，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此外， 华泾镇 21 个小区的 16 家物

业公司， 已于昨天下午开展防冻保暖检

查工作，保障小区居民日常生活。各社区

则通过在楼道张贴公告等方式， 提醒居

民做好防冻防寒措施。 社区工作者还对

辖区内的各类特殊人群加强关心力度，

及时解决他们的困难。

上海电网三级应急响应抵御寒潮
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申城再发寒

潮蓝色预警， 预计下周初期本市极端最

低气温可低至-6℃。 记者昨天从国网上

海市电力公司了解到， 上海电网已采取

多种措施，为应对本轮寒潮做好准备。

据介绍，昨天 17时起，上海电网进入

三级应急响应状态。针对低温和可能出现

的雨雪冰冻灾害，国网上海电力启动紧急

保障预案，并与市气象、防灾部门联系建

立灾情预警机制，密切响应天气变化。

除对重要变电设施及配网设备开展

特巡之外， 国网上海电力在总结去年应

对多轮寒潮经验的基础上， 对上海主电

网 130 余座变电站和 5500 公里输电线

路制定了“一站一策”“一线一策”的差异

化运维保障方案； 对变电站注油充气设

备、 含水设备等受气候影响较大的设备

加大巡视频次，并及时做好防冻工作；对

重要输电通道开展 24 小时不间断动态

巡视，利用无人机、通道可视化探头等高

科技装备对覆冰和异物情况进行观测，

防止因外力损坏造成故障跳闸。

同时，深入用户侧开展巡查，确保关

键环节、重点部位、重要场所的电力设备

健康运行。截至目前，全市 376 户重要用

户已完成特巡检查 594 次， 重要用户及

人员密集场所均配置专人提供服务，协

助完善停电应急预案 274 项。

值得一提的是， 针对寒冷天气下

配电网故障抢修， 特别是用户内部故

障增多的情况， 今年国网上海电力主

动强化“网格化”抢修管理，增加驻点

抢修力量部署 。 全市 173 个驻点的

3500 余名抢修人员，近 900 台各类抢

修、应急发电、照明车辆已落实就位，

将全力确保及时响应应急抢修需求。

不扎堆不聚集，是最好的防护

元旦春节“双节”临近，加之寒潮来袭，卫健专家提醒：
市民防疫弦必须时刻绷紧

2021 年临近尾声 ， 迎接崭新的

2022 年 ， 疫情防控千万不可有一点

放松 ！

时下， 随着元旦、 春节 “双节” 临

近， 加之今年最后一波寒潮来袭， 卫健

专家为广大市民送上 “平安锦囊” ———

不扎堆、 不聚集、 戴口罩、 打疫苗、 多

运动！

“不扎堆 、 不聚集 ， 是最好的防

护。” 瑞金医院急诊科主任毛恩强教授分

析， 新冠病毒比人们想象的复杂， “外

防输入、 内防反弹”， 防疫弦必须时刻

绷紧， 尤其是本土疫情时有波动， 其中

有客观原因， 但也要吸取主观原因带来

的深刻教训。 其中一条教训就是， 因聚

集引发的传播。

我们已知， 新冠病毒最主要的传播

途径是飞沫传播、 接触传播。 近距离呼

吸道飞沫传播， 通过一到两米的短距离

就可以传播给身边的易感者 。 临近年

末， 有的人可能还习惯性地希望参加一

些聚餐、 聚会等活动， 但考虑到疫情当

前， 大规模聚会、 聚餐就可能给病毒传

播创造最佳环境 。 因而要提醒公众注

意： 非必要不到人群密集场所、 不参与

人群聚集活动； 非必要不离沪； 年会非

必要不举行。

同时， 要坚持疫情发生以来形成的

良好卫生习惯 ， 牢记防疫 “三件套 ”

（科学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注意

个人卫生）， 防护 “五还要” （口罩还

要戴、 社交距离还要留、 咳嗽喷嚏还要

遮 、 双手还要经常洗 、 窗户还要尽量

开）， 防护动作都要到位， 千万不能麻痹

大意， 有松懈心态。

医学专家提醒， 这其中， 口罩尤其管

用， “罩” 顾好自己， 正确佩戴别大意。

当前， 全球奥密克戎变异株病例数明显增

加 ， 逐步取代德尔塔变异株的 “统治地

位”， 传播力较德尔塔显著提升。 “总结

这两年我们的防疫与排查经验， 戴口罩仍

然是最有效的防疫举措。” 仁济医院门办

主任张斌渊强调 ， 即便在已经完成全程

新冠疫苗接种和 “加强针 ” 接种的情况

下 ， 在公共场所 ， 市民还是要坚持戴口

罩 ， 平日随身携带口罩 ， 在厢式电梯 、

地铁公交或其他密闭空间里 ， 一定要规

范佩戴口罩。

当前全国正有序推进 “加强针” 接

种工作， 身体条件可以的民众应及时接

种新冠疫苗， “应种尽种”； 已完成新冠

疫苗接种的， 可及时安排 “加强针”， 以

保持持续免疫水平； 儿童、 老人等体弱

群体还可选择流感疫苗、 肺炎疫苗等，

以提高免疫力。

由于正逢冬春季， 这一时期本就是

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 医学专家建议，

市民的日常饮食建议多样化， 多吃富含

维生素 C 的蔬果 、 奶制品和高蛋白的

食物， 少吃高油、 高盐、 高糖食物。 在

个人身体允许的条件下， 要加强体育锻

炼， 增强个人体质。

平安迎 “双节”， 本市健促专家强

调： 请广大市民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若

有发热、 咳嗽等症状时， 请及时就医。

防疫没有局外人， 协力共构坚固防疫网

络， 不让疾病乘虚而入， 方能共享健康

生活。

■本报记者 张晓鸣
周 辰 王宛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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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海地铁维保通号

部门检查室外重点设施设

备。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②静安交警加强巡逻

疏导， 指挥人车有序通行。

③上海燃气职工 24

小时值守， 保障上海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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