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唐玮婕 顾一琼

6200多名环卫工上路“破冰”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 铲除

冰层、 清扫大风刮下的落叶、 清理
路面的垃圾和杂物、 给坡道台阶穿
上 “防滑外衣” ……这两天， 申城
“城市美容师” 不畏严寒、 坚守岗
位， 只为市民营造一个更洁净安全
的出行环境。

天还没亮， 人们还在温暖的家
中熟睡时， 室外刺骨的寒风中， 环
卫工人都已到岗 。 黄浦城市发展
（集团） 有限公司下属欣园公司的
赵民艳负责城隍庙周边一带的清
扫 ， 因大风侵袭 ， 落叶较往日增
多， 她加大了清扫频次。 此外， 她
还要紧盯着路面上的冰层， 铁锹、

雪铲、 扫帚等工具齐上阵。 如果看见
了积水， 就抓紧清扫， 之后在上面撒
一些工业盐。 一些地方不适合撒工业
盐， 就铺设麻袋。

即便每位环卫人员都全副武装，

棉服手套一应俱全， 但在这样的环境
下不间断工作， 不少人的双颊早已冻
得通红。 目前， 像赵民艳这样值守在
一线的市容环卫工作人员有 6200 多
名 ， 他们分成近 400 支应急保障队
伍， 时刻待命出动。

抵御寒潮， 市容环卫部门和单位
早有准备， 储备的 9500 余个铲雪板
等除雪装备、 6.9 万余个稻草包、 麻
袋等防滑物资可随时用到结冰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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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寒地冻，凛冽侵体。

这是棉大衣、 羽绒服裹不住的颤栗

体感； 户外迎风的刹那， 除了本能的蜷

缩， 几乎无计可施； 掏出手机没多少工

夫，电量告急……“上海迎来世纪最冷早

晨”，即使坐在门窗紧闭，供暖充足的室

内， 刷到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的低温提

醒，也会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天气很冷，但申城很暖。

一座城的温度从来不是气象台预警

中的冰冷数据。应对极寒天气，高强度的

应急值守，综合统筹协调，以及各类应急

物资和抢险力量的充分准备是对一座城

市温度的刚性保障。 依靠市委市政府提

前作出的预判和预案，上海公安交警、交

通、住建、水务、绿化等部门，迅速行动。

全市电力部门 173 个驻点， 近 300 支抢

修及应急队伍，3500 ?名值班及抢修人

员，全力以赴处理居民用电报修……多部

门的高效合力， 应急人员的严阵以待，以

及各种应急措施对刚性保温作出了诠释。

刚性之外， 涌动在申城每一处毛细

血管中的暖意正消解着彻骨之寒。

此间暖意是社区居委会社工挨家挨

户为老人们送新鲜蔬果的周到， 是为行

动不便人士代步取药的贴心， 是社区民

警、 干部以及志愿者上门走访排查独居

老人生活状况的细致———这番细致铭刻

在了 91 岁独居老人的心底，“不管多冷，

他们是一定会来看我的”。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

申城各大医院进一步优化升级门急

诊管理、人员配备及服务举措，为患者构

筑起“温暖防线”。申城的便利店，爱心加

油站点为环卫工人、快递员、门岗、辅警

等奋战在一线的户外工作者提供歇脚、

暖身、 喝杯热茶之处———受助者的笑容

暖到了一名爱心站点站长，“每次门被推

开， 看到户外工作者手捧热茶后由衷的

笑，就是这个冬天最打动人心的画面”。

深入到每一处毛细血管的响应，为

这座城的应急机制以及精细化管理水平

作出了生动的注解。 这些落到人民心坎

的响应绝非一朝一夕促成，也并非只应

对一次寒潮预警； 这是城市在过往的一

次次预警中、 应急下淬炼出的韧性， 是

融化在人民生活细枝末节、 毫末之处的

用心。

正是这种用心， 镌刻在城市的基因

中， 和刚性保障一起， 足以消解凛冽的

寒意。

东北冰景上海见，多方合力守护城市有序和温度

3339万千瓦用电负荷创新高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天弛 ）

记者从国家电网上海市电力公司了
解到， 受寒潮影响， 本市用电量骤
增， 上海电网最高用电负荷于前天

20 时 30 分达到 3339 万千瓦 ， 打
破去年夏季用电高峰时创下的

3311 万千瓦的用电纪录 ， 刷新上
海用电负荷新高。

前天晚间至昨天清晨， 经历了
此次寒潮的极端最冷时段， 市区最
低气温跌破-7℃。 如此低温下， 居
民用户采暖设备短时集中大量使
用， 部分地区用电负荷陡增， 导致
前天全市范围内用户低压故障报修
量达到 4569 起， 较前一日增加约

160%。

面对突发故障报修情况， 上海电
网顶住压力 ， 第一时间抢修恢复送
电， 目前全市电网运行平稳有序。 据
悉， 国网上海电力自前天 7 时起累计
出动抢修人员 6853 人次， 抢修车辆

5026 车次 。 截至昨天 7 时 ， 前天所
有用户低压故障报修均已修复并送
电 ； 而昨天报修的 1000 余起故障 ，

也于当天 17 时之前全部修复送电。

据介绍 ， 全市有 173 个驻点的

300 余支队伍、 3500 余名专业抢修人
员随时待命， 为居民处理用电报修，

并通过不停电作业和应急供电手段，

尽最大努力帮助居民尽快恢复用电。

上海电网 绿化市容 物业服务

维修任务量较平时翻五六倍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 寒潮光

顾申城 ， 随之而来的 ， 便是上海

962121 物业服务热线来电量暴增 ，

其中约三分之一涉及冻管、 爆管、 漏
水 。 为了及时响应居民诉求 ， 全市

90 万名物业人员全部上岗 ， 并与水
务部门和街镇建立联动处置机制。

万师傅是徐房集团房屋维急修中
心漕溪分中心的队长， 他带领的团队
服务区域覆盖龙华、 漕河泾、 田林等
街镇。 近一段时间以来， 居民小区水
管冻管、 爆管的维修单不断从热线转
派过来 。 据万师傅估算 ， 寒潮期间
“爆单 ”， 日任务量比平时翻了五六
倍， 差不多一天要接到 200 张派单。

一旦接到派单， 维修人员将根据单
子描述的情况开着最适合的车辆即
刻出勤。 车里早已备好各种抢修工
具， 比如 4 米长的水管、 水管保温
套、 电子恒温热熔器等等。

据市房屋管理局介绍 ， 自新一
轮寒潮蓝色预警发布以来， 各区房
屋维修应急中心的 2000 名应急维修
人员全部待命， 共组建 115 支队伍。

据统计， 1 月 6 日 8 时至昨天 8 时，

962121 热线共受理居民诉求 16193

件， 其中维修 9927 件， 包括管道冰
冻 1097 件， 管道冻裂 279 件， 涉及
共用部位 76 件、 自用部位 1300 件，

均第一时间按规定处置。

申城最高气温今起将重回“零上”
三九首日市区最低气温-7.1℃刷新“世纪最冷”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天弛） 俗话说
“冷在三九”， 而昨天进入三九的上海， 确
实冷出了新纪录。 在冷高压控制下， 昨晨
上海市区最低气温为-7.1℃， 市郊崇明区
最冷， 最低气温为-8.5℃， 刷新了自 2000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纪录， 成为新世纪以
来 1 月上旬最冷的一个早晨。 而随着冷空
气主体南移 ， 本市气温今天起将逐渐回
升， 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测， 最高气温将重

回 “零上”， 最高可达 3℃。

气象资料显示 ， 2000 年至 2021 年 ，

徐家汇站 1 月上旬最高气温出现在 2017

年 ， 为 7.3℃ ； 最低气温出现在昨天 ，

为-7.1℃； 次低气温出现在 2005 年 ， 为

-5℃。

经历了昨天 “室内冷藏室， 室外冷冻
室” 的寒冷体验之后， 本场寒潮的最冷时
刻已经过去。 随着冷空气主体南移， 今天

起上海气温将逐渐回暖。 据上海中心气象台
预测， 本市今天以晴朗多云天气为主， 市区
徐家汇最低气温在-5℃左右 ， 郊区气温则
在-9℃至-7℃之间， 白天气温会一步步回升
到 0℃以上， 预计最高气温将达 3℃。 同时，

风力也有所减弱， 西北风 3 至 4 级， 风寒效
应减弱。 但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今天气温与
昨天相比呈回升趋势， 但早晚依旧很低， 并
伴有严重冰冻。 上海中心气象台于昨天解除

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但
低温橙色预警信号依旧维持。

而接下来的三九天， 本市仍以晴冷天气
为主。 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 这场寒潮之
后， 还会有几波较弱冷空气补充而来， 气温
一时间难以抬头， 预计一直到下周二前后，

本市早间最低气温仍在 0℃以下徘徊， 下周
三起最低气温才能重回 “零上”， 最高气温
也有望突破 10℃， 缓解近期冰冻体感。

“一网统管”，上海用数字效能抵御寒流
元旦前后， 申城先后直面两波寒潮侵

袭，昨天更是刷新了自 2000 年以来历史同
期最低气温纪录。 然而，高强度应急值守、

综合统筹协调， 以及应急物资和抢险力量
的充分准备……这座城市用井然有序，为
广大市民张开温暖民心的大网。

井然有序背后， 凸显城市治理体系的
升级———上海充分发挥城市运行 “一网统
管”平台作用，切实强化应急处置，更好实
现快速反应、联勤联动、问题化解，用强大
数字效能抵御寒流， 尽最大努力把极端天
气的影响降到最低。

浦东
八大指数智能预警，防

御阵容随时调配

今年首波寒潮来袭，截至目前，浦东新
区救援达到 16258 人次， 出动设备 744 台
次，用盐量 51 吨，草包用量 8247 个……记
者昨天走进浦东新区城运中心， 全新上线
的“雨雪冰冻灾害防御保障”模块正在大屏
幕上显示着实时信息。

1 月 6 日深夜 11 点，浦东新区城运中
心大屏幕上出现警示： 龙东大道申江路附

近消火栓破裂。 公安、消防、供水部门等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立即采取措施，一小时后
险情处置完毕。应对如此迅速的背后，就是
“雨雪冰冻灾害防御保障”模块在发挥数字
效能： 对于发生在个别点位的突发情况，

“移动单兵系统”将启动，村居灾害信息员
随身携带的视频对讲机，可以随手拍、及时
传；如果问题范围有所扩大，则将派出“无
人机”到现场跟拍，浦东新区城运中心大厅
的大屏幕上可以同步清晰显示， 利于马上
作出处置决策；另外，车载视频也可以移动
拍摄传输信息。

浦东新区城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模块通过八大指数起到智能预警作用，

其中包括道路结冰 、 市民热线 （24 小
时 ）、 地面道路指数 、 供水量 、 供电量 、

供燃气量、 城市快速道路指数等， “我们
设计了 30 个道路点位， 包括中环等主干
道， 一旦发生结冰现象， 马上会有数据传
送到城运中心 ， 可以精准到结冰的厚度
等。 这几天， 我们还在根据实时情况， 不
断完善优化”。

应对这波寒流， 浦东新区编织的 “防
御网” 运行效果究竟如何？ 记者在浦东新
区城运中心的大屏幕上看到， 各街镇值班
的负责人 、 救灾车辆 、 物资等 “强大阵
容” 正实时显示， 一旦有需要， 就能随时
调配、 全区总动员。

据北蔡镇城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
降低低温寒潮天气对城市运行和居民生活的
影响， 已提前对物资仓库进行清点， 确保草
包、 麻袋、 饮用水等各种物资储备充足， 也
安排了抢险力量和抢险设备。

“小问题小区里就地解决， 范围有所扩
大则上报到街镇 ， 街镇力量不足由区里统
筹， 派出人力物力增援， 确保老百姓生活尽
量少受影响， 遇到问题尽快解决。” 浦东新
区城运中心负责人向记者透露， 浦东 “城市
大脑 ” 在全市率先试点推出后 ， 运用云计
算、 大数据等手段实现对城市全覆盖、 全天
候的 “智理”， 目前已升级到 3.0 版。

徐汇
新增 20 类寒潮低温预

警算法清单

面对寒潮， 徐汇区则以 “数据工厂” 和
“算法超市” 守护城市的正常运行秩序和温
度。 线上， 依托徐汇区城运中心强大数据中
台， 在原有 “人、 物、 动、 态” 317 种算法
模型基础上 ， 特别新增道路积水 （结冰 ）、

摔倒、 湿滑道路车辆滞留和占用消防通道等

20 类寒潮低温预警算法清单， 运用数据之
眼 “应发现、 尽发现”。 线下， 案件处置方
面， 车载图像识别系统开启 “扫街” 模式，

联合徐汇区城管执法局， 15 辆智能巡逻车
全线出动， 由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智能感知
的小循环拓展到 13 个街道 （镇） 动态感知
的大循环———通过对摄像头每 5 分钟轮巡一
次， 实现全区重点路段道路积水、 井盖位移
的自动上报、 自动派单， 大大节约了传统人
力工作量， 实现 “应处置、 尽处置”。 特别
在此次应对极寒的各类处置实践上 ， 通过
“线上+线下 ” 双管齐下 ， 尽可能做到 “寒
潮” 类案件 1 小时确认， 3 小时结案， 让人
力围着算力转， 资源围着问题转。

“王阿婆， 电热毯用的时候注意电源，

如果外出， 一定记得关掉。” 天平街道居民
区工作人员小张， 连着两日上门提醒年逾八
旬的困难孤老王阿婆。 事实上， 赶在寒潮来
临前， 街道、 居民区就依托触角深入社区的
“一网统管” 构建起覆盖全部住户的 “民生
体征标签”， 实施精准推送服务和救助。

据介绍，“民生体征标签”是徐汇区“一网
统管”的精准救助应用场景，通过叠加民政、

人社、残联等 14 个条线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数
据，汇聚成 1600 余万条民生服务数据池。 通
过对社区、居民和家庭建档立卡，形成 45 项
个人和家庭属性标签， 构建困境家庭致困精
算公式，能够全域展示辖区民生基本体征，让
数据开口“说话”。 此外，通过数据研判，精准
定位困难群众中“沉默的少数”，然后通过系
统自动派单给社区工作者，上门进行服务。

荩青浦淀山湖畔长廊出现的 “冰

雪景观”让人有身处东北之感。

本报记者 赵立荣 通讯员 范小明摄
▲难得一见的冰挂景观引来周边

市民争睹。 本报记者 陈 龙摄

荨黄浦区瑞

雪居委会社区工

作者为社区老人

代购蔬菜并送菜

上门， 暖心服务

让老人们稳稳度

过寒潮。

本报记者
袁婧摄

荩长宁区同

仁医院医务人员

为前来就诊的九

旬老人递上暖心

姜茶 ， 并嘱咐防

护事项。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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