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高温，不仅仅是体力活
上海电力、交通等行业提前建好抢修数据模型、大数据中心迎接“烤”验

昨日， 上海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

橙色预警信号。 面对烈日“烤”验，全市

电力、交通等多个行业工作人员坚守岗

位战高温， 相比往年他们还有了新办

法———提前建设抢修数据模型、大数据

中心， 用高科技手段来做好服务工作，
确保市民安全舒心地度过酷暑。

昨天， 上海电网最高负荷较前一

日猛增 200 多万千瓦，达到 2911.3 万

千瓦。 电力一线员工在酷暑中坚守岗

位，汗水一遍遍湿透工作服，确保全市

电力供应安全可靠。
记 者 从 国 网 上 海 市 电 力 公 司 获

悉， 昨天最高市外来电为 1583 万千

瓦，南桥、华新、枫泾三大 500 千伏直

流换流站均已达满负荷运行状态，三

站输送功率共计 716 万千瓦。 满负荷

运行期间，三大换流站每天将向上海电

网输送约 1.72 亿千瓦时的清洁水电。
为确保满负荷期间三大换流站的

安全稳定运行，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对包括多条直流输送通道在内的 66
条输电线路和 13 座变电站落实了日常

运维、高温极端天气保障及带电检测等

28 项保障措施。 对重要设备增加巡视

频率，对各相关变电、继电保护设备开

展动态巡视， 同时借助巡检机器人、无
人机、状态检测车、远程遥视等科技手

段对各类设备进行不间断监视。
为了应对突发故障， 国网上海电

力借助国内首创的抢修数据模型，在

全市设置了 173 个抢修驻点， 形成网

格，平均抢修半径 3.5 公里，每日配置

1600 余人 24 小时待命。 全市 24 个主

要营业网点服务时间延长到 18 时，构
建 “互联网+供电服务 ”新模式 ，拓展

用电业务线上办理和电子交费渠道。

“这几天，关于空调的投诉少了很

多。”昨天，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

车辆分公司的技师易坚忠又迎来了忙

碌的一天。他负责地铁 1 号线，必须在第一

时间了解在线运营车辆信息并做出反应。
近些年， 上海地铁客流快速大幅增

长， 当前全网日客运量早已超过千万人

次，工作日早晚高峰，人与人紧贴站立导

致乘客体感闷热不适。 然而，地铁许多列

车都已运营超过 10 年，1 号线最早一批列

车更是服役超过 20 年， 包括空调在内的

许多列车零部件寿命即将到期， 性能有

所下降，正陆续进入更换周期；当列车在

地面或高架上运行时，由于阳光直射，再
加上频繁开关车门，制冷效果大打折扣。

车辆分公司设备管理部副经理余佑

民告诉记者，从去年秋天开始，他们就开

始制定方案，着手完善空调。今年春天又

对全部 4000 多节列车的 8000 多个空调

机组超过 1.6 万个冷凝风机等进行全面

普查。 各线路在高温季加强对正线列车

巡检力度，并与总调、各运营单位建立微

信工作群，加快正线空调投诉应急响应。
为确保旅客乘坐地铁的舒适度， 技术人

员还利用专家数据模型、空调专用软件，
对现有列车空调温度曲线实施监控。

今后， 上海地铁车辆还将建立大数

据中心，智能化运维系统已经逐步搭建，
将全面利用在线检测， 实现车地无线传

输功能，实时采集车厢温度参数，一旦发

现车厢闷热或被投诉， 车辆数据中心将

第一时间得到信息， 更有效加快对空调

投诉应急响应能力。

昨天橙色高温预警响起后， 浦东新

区上南公交公司立即行动，公交“最热”
岗位———路救组繁忙异常， 这是为了确

保车辆在热浪中跑得更快。
昨天一天， 上南公交的路救车驾驶

员和两位维修工忙得连轴转， 根本没时

间替换下布满盐花的工作服。 路救组员

惠国栋说：“一个上午就出车 6 次———我

们要在最短时间到达故障车现场。”几位

修理工告诉记者，他们穿着很特别，每天

必须穿长袖、而且要反穿，即便是这样，他
们的手臂上还是一个个疤痕清晰可见。

据介绍，高温期间，上南公交各线路

全面执行市公交行业夏季空调开启规范

的同时，具体细化高温中空调开启操作，
要求各线路始发站的待发车辆在发车前

5 分钟，驾驶员必须上车开启空调，让乘

客舒心出行。

去年秋天备战
今夏空调给力地铁

■本报记者 张晓鸣 李静
唐玮婕

通讯员 刘天林

■相关链接

关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
程序规定（草案）》征询公众意见的公告

目前， 市政府正在进行 《上海市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程序规
定》 的制定工作。 《规定》 对于统一
以及规范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领域投诉
举报处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 现将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
程序规定 （草案 ）》 公开征求意见 ，
希望市民和各有关单位就相关内容提
出意见和建议。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
理程序规定（草案）》及背景情况介绍已
在 “ 中 国 上 海 ” 门 户 网 站 (www.

shanghai.gov.cn)、“上海政府法制
信息网 ”(www.shanghailaw.gov.
cn） 和 “东 方 网 ”(www.eastday.
com)公布。 市民和各有关单位可以将
书面意见直接寄送上海市人民政府法
制办公室，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 征求
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7 年 8 月 9 日。

来信地址： 上海市人民大道 200
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经济
法规处，邮编：200003

电子邮件地址：fzbjdc@shanghai.
gov.cn

中国大洋45航次科学考察起航
国家海洋局首个综合考察航次执行9大任务

中国大洋 45 航次科学考察 12 日从

厦门起航，前往西太平洋典型海山区、东
太平洋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和中东太

平洋一带， 进行为期将近 120 天的科学

考察。科学家们纵横太平洋，将重点探寻

哪些海洋科学奥秘？ 会有哪些亮点？
中国大洋 45 航次首席科学家林辉

说，本航次共分三个航段，其中第一航段

以海山生物多样性调查为主， 在西太平

洋典型海山及周边海域开展生物多样性

与环境调查。
“主要任务 是 在 西 太 平 洋 马 尔 库

斯—威克海山区开展‘侦查性’的海山调

查， 获取多座海山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和

环境样品与观测资料； 开展调查区海山

环境异质性分析，探讨海山生物类群、分
布特征与影响因素， 深化对海山生态系

统的认识。 同时，结合历史调查资料，提
升海山在物种进化与扩散中作 用 的 认

知。 ”林辉说。
据本航次第一航段首席科学家汪卫

国介绍，这一航段的亮点表现在：
———获取海山环境保护所需生物多

样性数据和样品， 体现了我国对深海未

知海山典型生态系统的探索创新， 重视

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视环境保护。
———本航次是我国首次对西太平洋

海山微生物多样性开展系统调查。
———将首次应用深海微生物长期原

味培养系统等手段， 开展海山与太平洋

海盆中特殊功能微生物类群的富集培养

与功能验证。
本航次第二 航 段 首 席 科 学 家 黄 浩

说，这一航段以资源调查为主，主要在东

太平洋中国大洋协会多金属结核勘探合

同区开展地质调查， 继续扩大多金属结

核控制资源面积。
水文和气象环境调查方面， 开展走

航观测，获取航线气象资料，保障船舶安

全，为全球气候变化、海气相互作用研究

提供科学信息。
同时也是本航次第三航段首席科学

家的黄浩告诉记者， 第三航段以深海环

境调查为主， 兼顾开展多金属结核和稀

土资源。同时，开展水体放射性及海洋微

塑料监测、大气化学及气象等工作。
“中国科学家聚焦全球变化和海洋

生态系统响应， 探索大尺度的生物多样

性格局及其变化。 ”黄浩说，亮点在于通

过对位于西太平洋暖池和东太平洋上升

流之间的中东太平洋开展海洋生物多样

性与环境变化调查研究， 获取深海大洋

的生物与环境样品和资料， 探讨调查区

海洋生物的种类组成与生态环境特点，
以深化对中东太平洋生物多样性地理分

布及其对全球变化响应的认识。
黄浩说， 本航次聚焦的相关海洋科

学问题， 除了深海盆地生物多样性研究

外， 将关注海山与周围盆地之间的物种

源汇关系，海山之间的生物连通性。
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主任刘峰说，

本航次是国家海洋局组织的首个综合考

察航次，也是首次执行我国“蛟龙探海”
计划中的环境观测、监测任务。

据介绍， 这个航次的科学考察任务

多达 9 项内容， 包括深海生态环境调查

和保护、 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资源调

查、 深海生物基因资源获取、 新型装备

测试和试验、 水文和气象环境调查、 公

海环境污染状况调查、 鸟类和哺乳动物

观测等。
“本航次起航意味着‘蛟龙探海’工

程的环境监测专项步入执行阶段， 体现

了我国重视深海大洋生物多样性保护、
跟踪国际前沿科学问题。 ”刘峰说，本航

次重在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调查， 体现了

我国对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养护

和环境保护的重视。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据新华社厦门 7 月 1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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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入三伏天，一大早天还没亮暑气就上来了。４５
岁的张勇早早起了床，顺手拿起锄菜地的小铲子，一
边念叨着“晚了就招不到熟练工了”，一边利索地开

车出门。半个多小时后，他赶到市郊一个人头攒动的

露天人力市场。
张勇是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鲁家沟镇小岔口村

人。 １ 年多前，他被一位老板聘请，负责在村内流转

１０００ 亩旱地， 并把这些千百年只能勉强种小麦、洋

芋的旱地改造成蔬菜基地。
旱地变菜地，旱农变菜农，这靠谱吗？ 张勇最开

始也犯嘀咕。 他的家乡属于十年九旱、 严重缺水的

“三西”地区。和许多陇中地区的群众一样，他被连年

不断的干旱缺水吓怕了。
他一辈子都难忘，小时候遭遇大旱，家里只能喝

村前小溪里的苦咸水， 难以下咽的苦咸水只要喝一

口舌头就发麻。再后来，大规模兴建的农村集雨水窖

极大地缓解了饮水难题。但鲁家沟镇是定西市的“旱
中之旱”，连年的干旱使庄稼连年歉收、绝收。

２０ 多年前，他和妻子下定决心双双出门打工就

是为“逃水荒”。因为庄稼收成实在没保证，鲁家沟一

带的人因“逃水荒”成为改革开放后陇中地区农民外

出务工闯荡最早的山区， 家家户户的生计主要靠非

农业。
张勇说， 这一点从蔬菜基地流转来的土地就能

看出来，相当一部分地块一看就好几年没种了。
蔬菜是灌溉农业。当地人开始敢于大规模种菜，

不仅是看上了旱塬耕地污染极少， 更是因为过去三

五年间，陇中地区的水生活出现了历史性的变革。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陇中旱塬百姓翘首企盼半

个多世纪的圆梦工程———引洮工程一期终于通水。
这也是甘肃历史上最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 受益人

口由预计的 １５４ 万人增加到 ２２５ 万人，１９ 万亩旱地

变农田。 引洮工程二期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开工，建成后

又会让甘肃中东部地区的 ２６８．５７ 万人受益，让 ２９．２
万亩旱地变成水浇田。

甘肃省水利厅厅长魏宝君说， 引洮工程不仅有

利于破解甘肃中东部地区的饮水不安全难题， 也有

利于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为群众脱贫致富和旱塬生

态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在定西，巨龙般的干渠逢山打洞，遇沟架桥，汩汩清冽的洮河水淌进旱塬山乡。

祖祖辈辈喝窖水的老百姓用上了自来水，添置了全自动洗衣机等家电。用水成本大

幅下降，以前从山外运水每吨成本 １００ 多元，现在只需几元钱，曾经因用不起水而

不敢放手养牛养羊的人开始圆梦：不到 ３ 年间，鲁家沟镇的蔬菜大棚、养殖暖棚如

雨后春笋般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全镇 ５０００ 多亩川地，如今大多数种植蔬菜。
曾经被旱魔逼出来的劳务工输出地， 现在则吸引着能人返乡创业和群众就近

务工。 张勇两口子结束了奔波生涯，学着做起了菜农。 除了忙着打理村里的千亩蔬

菜基地，他俩还将自家的 １４ 亩地全部种了毛芹。 张勇粗略算了一下，过去种小麦、
胡麻，十年有九年歉收、绝收。 现在芹菜亩产 １．８ 万斤，每亩毛收入有 １ 万多元。

晨曦初露，张勇走进人力市场，与同样来到这里寻觅务工机会的人不时攀谈，
讨论工价。 半个多小时后，他联系好 ２８ 位提着铲子、干粮的农家妇女，拉着大家赶

往蔬菜基地。
“要不是我答应干活一天结算一天的工钱，还不一定招来这么多人呢！ ”张勇

说，眼下菜地都在锄草，村子周边招不到人。 今天他们商定的工钱是 １ 天工钱 ８０
元，包吃喝。

日头越来越高。工人顶着渐渐热烈的阳光陆续下地。张勇也习惯性地从车上拿

出铲子，下地锄草，不一会儿，他额头就渗出不少汗滴。 他擦了擦汗，黝黑的脸庞绽

放着笑容。 新华社记者 张钦
（新华社兰州 ７ 月 １２ 日电）

未来三天将超37℃，高温或持续10日
申城昨日入伏，最高气温创年内新高

本报讯 （记者张懿）昨天入伏，天气

也非常“应景”。 上海发布了今年首个高

温橙色预警信号， 最高气温最终冲到了

38.0℃，创出年内新高。 气象部门表示，
未来三天，上海高温仍将超过37℃，而导

致持续高温的副热带高压估计要到7月

下旬才会有所减弱。
昨天本市气温在7点15分就突破了

30℃。 9点08分， 上海发布了高温黄色预

警，10点54分升级为橙色。 徐家汇气象站

测得的全天最高温为38.0℃。 各区气象站

中，闵行、松江、嘉定、青浦、浦东的气温都

突破了37℃。 最凉快的奉贤也有35.7℃。
上海中心气象台首席服务官张瑞怡

告诉记者，结合现有气象资料分析，未来

10天，上海将受副热带高压控制，以晴到

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在35℃以上。 其中，
今天起到本周六， 极端最高气温将超过

37℃。 根据一些气候预测模式，副热带高

压直到7月下旬才会减弱东退，届时，本市

高温可能有所改善。
昨天是今年上海出现的第六个高温

日。自7月5日出梅以来，仅有两天本市最

高温低于35℃。 今年7月高温日总数要冲

击历史纪录，可能性不会太大。2013年，上
海在7月出现了25个高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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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融合协同共享“双创”生态环境
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意见》

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 7 月 12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深入发展的意见》，决定将《快递条例

（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会议指出，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 ，把 “双创 ”推向更大范围 、更高层

次、更深程度，对保障和扩大就业、优化

经济结构、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升国民

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为进一步营

造融合、协同、共享的“双创”生态环境，
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增强创业创新实效，
会议确定，一是创新政府管理。加快推动

涉企证照登记和备案的各类信息整合至

营业执照， 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子营业执

照管理系统， 对内外资企业推动实施一

个窗口登记注册和限时办结。 取消企业

名称预先核准，推广自主申报。全面实施

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 推进跨省经营

企业部分涉税事项全国通办和手机银行

等多元化缴税方式。 出台公平竞争审查

实施细则。 推进小微企业和农村创业创

新示范基地建设。 适当放宽互联网教育

等行业准入条件。 对新业态新模式实施

包容审慎监管。 二是优化“双创”服务。
探索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领 域 率 先

建立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科技 成 果 限

时转化制度，对在合理期限内未能转化

的，可由国家依法强制许可实施。 简化

专利等无形资产评估备案程序，实现协

议 、 挂牌或拍卖定价 。 大力推 动 首 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 推动财政

资金购置的仪器设备向社会开放。 完善

知识产权运用和快速协同保护体系。 三

是拓展融资渠道。 支持地方性法人银行

增设从事普惠金融服务的小微支行等。
推广专利权质押等知识产权融资模式，
并支持保险公司提供相应保险服务，鼓

励地方政府提供风险补偿或保费补贴。

稳步扩大创业创新公司债券试点规模。
推动国家出资的基金设立扶持早中期、
初创期创新型企业的创投基金。 探索对

创投孵化器等比照科技企业孵 化 器 给

予政策扶持。 四是促进产业升级。 加快

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引导大型企业开

展内部“双创”，开放供应链资源和市场

渠道，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微企业

融通发展。 研究实施更有效推进高校和

科研院所“双创”的措施。 依托企业建设

制造业创新中心， 开展关键共性重大技

术研究和产业化应用示范。 支持关键领

域和瓶颈环节技术改造。 制定发布促进

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 五是强化人才

支撑。适应新型和灵活就业形态，完善社

保、税收等相关政策。 落实和扩大高校、
科研院所各类创新主体对人才激励的自

主权。 简化事业单位引进高层次和急需

紧缺人才招录程序， 没有岗位空缺的可

申请特设岗位。 简化外国高层次人才办

理在华工作许可和居留证件程序， 开展

安居保障、 子女入学和医疗保健等服务

“一卡通”试点。 外国留学生创业凭高校

毕业证等可申请居留许可。 实施留学人

员回国创业创新启动支持计划， 推动来

内地创业的港澳同胞和回国（来华）创业

的华侨华人同等享受当地公共服务。 把

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纳入“双创”相关

政策支持范围， 允许依法使用集体建设

用地开展创业创新。 返乡农民工可在创

业地参加各项社会保险。
会议决定将已审议的《快递条例（草

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草案突出以

规范促行业发展， 规定了简化快递布局

设点手续、 提供车辆通行停靠便利以降

低物流成本等措施， 明确了快递服务规

则和寄递安全责任， 并强调保护消费者

和快递从业者合法权益，对加盟经营、损
失赔偿、用户信息安全保障等作了规范。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加长版”三伏一定热？未必！
昨天入伏。 得名于“初伏”“中伏”

“末伏”这三阶段的三伏天，在一般人
印象中，每“伏”持续10天，加起来就是
30天。 但今年的三伏共有40天。 联想
到近阶段持续的酷热，或许你会问，今
年的高温和“加长版”三伏有关联吗？

答案：否。
三伏的持续时间， 事实上和天气

没多大关系。三伏是中国古代根据当时
流行的“干支纪日法”确定的。 在古代，
人们利用天干和地支的组合来纪日，

60天一循环， 这也是农历的重要组成
部分。 根据入伏的规则，夏至后第三个
“庚日”开始进入“初伏”，持续10天；立
秋后第一个庚日进入 “末伏”， 也持续
10天。 而“初伏”与“末伏”之间的就是
“中伏”。

由于夏至和立秋是由地球公转决
定的，每年大致固定，不同年份只会相
差一两天。因此，按入伏规则推算不难
发现，如果夏至后首个庚日出现得晚，

入伏就会偏晚， 初伏与末伏就会比较
接近，留给中伏的“空间”一般就只有
10天。 如果庚日早早到来，那么中伏
就得持续20天，从而形成总跨度40天
的三伏。

而庚日出现的早晚，和天气、天文
没什么相关性。 就好像如果月初正好
遭遇周六， 那么这个月份就可能出现
五组双休日，但这只是数字上的巧合，
并不代表这个月特别漫长， 或是这个

月特别不适合工作。
上海中心气象台首席服务官张瑞

怡说， 实测气象资料也证实三伏天长
短和上海的炎热程度、 高温日多寡没
有很好的对应关系。 她举例说，2009
年 ，三伏天也是40天 ，但中伏和末伏
没有出现35℃以上的高温。 1999年，
三伏天同样达到40天，但该年的伏天
里甚至没有出现一个高温日。

对上海来说， 决定夏天高温的是
大气环流、特别是副热带高压强度。 但
副热带高压并不会翻看农历来决定自
己的活动。

1600余电力员工
24小时待命抢修电力

昨天，500 千伏杨高变电站内， 工作人员在对设备进行巡视和热点跟踪检

测。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供图）

昨天， 一名儿童在上海外滩的一台水雾降温机喷出的水雾中享受清凉。 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最热”岗位用汗水
换来乘客平安出行公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