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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天弛 唐玮婕
薄小波 周 渊 张晓鸣

昨天 16时，上海中心气象台更新

台 风 黄 色 预 警 为 橙 色 预 警 。10分 钟

后，家住虹口区欧阳路街道老旧地块

的周先生就接到居委会干部的电话，

为了安全起见，一家人将被转运至临

时安置点。

上海各区各街道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严防死守，全力做好防御台风“梅

花”工作。特别是各社区闻“风”而

动，积极发挥网格管理应急处置作用，

通过在网格中建立走访排查、抢险队、

特殊群体关爱等应急机制，尽可能把风

险化解在网格中，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生活秩序正常。

老旧房屋提前排摸，趁
“微风细雨”转移居民

眼看风势雨势减弱，居委会干部抓

住短暂的“微风细雨”时间窗口，带着

周先生等居民紧急转移到临时安置点，

并送上热气腾腾的盒饭。周先生所居住

的房子属于旧里，由于墙体开裂，台风

期间存在安全隐患。接到通知后，居委

会干部一一上门通知居民带上替换衣

物，并提醒断水断电、关好门窗。考虑

到防疫需求，上车前，居民们需提供48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或当场进行抗原测

试。让周先生最安心的是，有一名居委

会干部专门陪同他们住在临时安置点，

“一旦出现任何突发情况，都能及时联系

他处理”。

这两天，沪上社区干部对网格内老

旧小区等重点区域提前走访，通过制定

预案将风险降到最低。宝山区罗泾镇社

区干部对居住条件较差的人家上门告

知，并用小喇叭等及时播报“梅花”最

新动态以及防台注意事项，提醒居民尽

量减少外出。

闵行区名都城社区居委会干部与物

业、小区俱乐部工作人员组建起“防台

检查小分队”，针对前一晚的防台工作再

查、确认、补位。浦江镇防汛办还上线

了“PJ汛情通”小程序，方便各部门、居

（村） 委会及时上传备战情况、灾情情

况、应急排班等。

长宁区新风小区正进行小区改造，

社区干部对施工区域散落的建材提前统

一回收、存放，对木板等建材进行加

固，降低安全风险。

组建应急抢险队，风貌
区24小时巡查

“鲁班路 562号有断裂雨棚需要处

理！”接到居民来电，黄浦区永善公司应

急抢险队员潘巧生与同事背上工具包，

拖着升降机冲了出去。来到老房前，潘

巧生发现东面墙上二至四楼的三处雨棚

都烂成铁架子，在雨中哐哐作响，随时

有脱落高坠的风险。经过半个多小时的

雨中抢险，这一安全隐患被排除。

在上海，针对老旧住房、历史文化

风貌区等特殊房屋的台风防御，各社区

网格积极组建应急抢险队，经过培训集

结，确保发生险情时“拉得出、顶得

上、打得赢”。台风来临前，徐汇区组织

了近50人的6个专业班组，包括专门配备

的电力抢险和绿化抢险班组，对风貌区

开展24小时全覆盖、不间断的巡查。

有着不少风貌建筑的虹口区四川北

路街道，发挥社区“楼长、路长、门

长、里长”的“社区四长”机制，对21

个社区网格、82个责任区网格、344个微

网格包干包联包管，实时处理突发情况。

上门看望特殊家庭，排
除安全隐患

“周伯伯，台风天尽量不要出门，有

事一定给居委会打电话……”昨天一

早，杨浦区殷行街道殷行一村居委会干

部上门看望了93岁高龄的独居老人周老

伯，提醒他做好台风天防御措施。他们

还帮老人检查门窗是否有损，移入了阳

台上的花盆，并查看了家中蔬菜食品储

备情况。

台风天，对于网格中的高龄老人、

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等特殊家庭，社区

干部们格外留心。静安区临汾路街道等

风雨无阻为老年人送餐上门，多个社区

制定了夜间值班表，并向特殊群里留下

紧急联系电话，让大家安心度过这个台

风夜。

各区各街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生活秩序正常

闻“风”而动，社区网格将风险防范在早
■本报记者 单颖文 王宛艺

②城市运营市政养护的工

作人员正在清理排水沟。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③武警上海总队执勤三支

队官兵在普陀区疏通低洼地区

排水管道。 本报记者 赵立荣
通讯员 陈乾根摄

④路人在狂风暴雨中艰难

前行。

本报见习记者 王竟成摄

⑤东航技术公司员工在停

机坪系留飞机。

本报记者 赵立荣
通讯员 董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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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梅花”的中心今天凌晨0点

30分前后在上海奉贤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

级（35米/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75百帕。

上海市气象局介绍，1949年至今，共有10个台风登陆上海，“梅

花”登陆时强度最强。预计到15日早晨，上海西部和北部仍有暴雨；

最大阵风8～10级，郊区9～11级，沿江沿海地区11～13级，洋山港区

14～16级。截至发稿时，上海台风橙色、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仍维持。

此前，昨天20时30分左右，“梅花”在浙江舟山普陀沿海登陆，登

陆时强度为强台风级。这是今年首个登陆华东沿海的台风，也很可

能是今年登陆的最强台风。

“梅花”对上海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上海中心气象台昨天将

台风预警信号升为橙色。据预测，受“梅花”本体影响，昨晚至今晨，

本市累积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大暴雨程度。市防汛指挥部昨天启动

全市防汛防台Ⅱ级响应行动。截至昨天20时30分，全市累计出动

18.9万人次开展检查巡查，检查点位13.5万处。其中，巡查海塘堤防

7173公里，检查在建工地4114处、住宅小区10123个、地下空间

11255处、下立交815处、店招店牌6.3万处、玻璃幕墙建筑3999栋

次。已转移人员38.9万人。船只已进港1778艘，已疏散739艘。加

固树木2万株，广告牌1311块，店招、店牌2964块。

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梅花”，昨夜今晨申城一大批“守夜人”坚

守岗位。安置点忙碌的志愿者、医护人员，岗位上值守的防汛干部、

民警，随时准备冒着大风大雨出发的应急抢险队员……他们用一个

不眠夜的全力付出，确保这座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时刻紧盯城运中心大屏
地点：临港新片区防汛指挥中心

临港新片区防汛指挥中心昨夜灯火通明，这里是整个区域的防

汛“大脑”。在现场，20多名值守的工作人员一面紧盯着城运大屏上

的台风实时路径图，一面查看主要工地、道路、安置点等情况，不断

商量各项工作安排和落实，非常忙碌。

防汛干部闵春添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我们已发现四五起树木倒

伏、道路积水险情，汇总险情点位具体信息，对接防汛办、绿化、公安、

城管、交通等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接单，确保险情第一时间排除。”

来自浦东新区防汛指挥部的信息显示，为了迎战台风“梅花”，

浦东昨天中午12时启动了人员转移工作，转移建筑工地、危棚简屋

等各类人员共计14.7万人，其中临港新片区建筑工地上就有5.3万

人，截至18时30分全部转移安置完毕，各安置点也都落实了防疫措

施。全区还集结起235支应急抢险队伍，共计4095人随时待命。

临港新片区地处杭州湾和长江口的交汇处，是上海防汛防台的

前哨阵地。昨晚，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共有110余人坚守岗位，南汇新

城镇社区居委也有197人次在岗值班。同时，还派出多路人马在重

点点位、一线海堤等巡查值守。

巡查二十多遍确保没人滞留
地点：金山区临时安置点

在金山区石化街道金卫三组钱伯良的家中，约15平方米的房间

成了东村居民区防汛抗台应急指挥部，昨晚10点半，蒙山路派出所

民警王俊俊和3名同事，还有居委会工作人员、社区志愿者又冒雨在

小区内巡查，确保没有人员滞留，“我们已经巡查了二十多遍了，时

不时还要帮在安置点的居民取东西，帮老人送药”。

金山区昨天中午12点启动防汛防台Ⅱ级响应行动。接到转移

命令后，石化街道也立即展开转移撤离工作。前一晚，石化街道对

准备撤离的居民进行了临时核酸采样，并告知做好撤离准备。

“我们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志愿者还有民警帮着挨门挨户地敲

门，一户都不落。”石化街道东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邓海斌介绍，此

次石化街道共撤离东村居民929人，在街道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昨天

傍晚6点前都已经撤离完毕。

石化街道的安置点位于金山区轮滑馆，设有值班室、物资储存室、

医务室、留观室，场地配有空调等设备，共可容纳200多人。包括方便

面、蚊香、矿泉水、花露水、凉席在内的三大类四十多样生活必需品、防

疫物资等全部配备到位。“除常用的高血压、糖尿病药品外，还准备了

治疗感冒、腹泻的药品。”石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张小红介绍，“我

们到达后，老人们也都陆续过来了。我们就把这些药都发放到他们手

中，确保老人在安置点的这段时间的血压、血糖都能稳定。”

屋外狂风暴雨，屋内平静而温暖。这一夜，安置点就是撤离居

民共同的“家”。

抢修队伍进驻到5个营业站
地点：国网上海电力金山供电公司

昨晚8点半，国网上海电力金山供电公司配网抢修班收到了调

度员指令：龙湾一号居民小区有多户居民停电。小组长陈赟立刻带

领一支小分队，冒着大风大雨出发了。

一到现场，工作经验丰富的陈赟仔细查看故障情况，从电系图

和居民停电情况判断是该小区一处电缆分支箱跳闸。随后他又顺

藤摸瓜，沿着电缆分支箱电缆发现为其供电的负荷开关也跳闸了。

经过电缆绝缘摇测，电缆绝缘正常，符合灾害天气下的送电条件。

于是，陈赟和两名操作手相互配合，一边在负荷开关处进行合闸，另

一边在电缆分支箱观察情况。

等待数分钟后，居民家中电灯再次亮起，故障顺利排除，而此时

小分队所有人雨衣里的衣服都早已被雨水灌湿。

国网上海电力金山供电公司在台风来临前就累计完成了38座

变电站、50座重点区域配电站的防汛检查，疏通天沟、地沟，测试水

泵运行正常，6座低洼变电站安装防汛挡板，视频巡查1156基杆塔。

昨夜，金山公司共安排了21支队伍，286人的抢修力量，全力以赴做

好应急抢修准备，同时缩短抢修半径，线路抢修队伍进驻到5个营业

站，接到抢修指令第一时间开展故障处理，确保电网及时恢复供电。

零部件一日一换改一日三换
地点：14路公交东新桥站

申城地铁全面进入临战状态。昨天21时起，上海地铁地面、高

架线路采取缩线或停运等措施，一旦出现险情将及时做好列车停运

和乘客疏散工作，尽全力减少次生灾害影响和损失。地铁将实时根

据风力影响程度，调整运营计划，今天早晨各线路首班车运营时间

有可能推迟，列车运营时段可能采取限速措施，运营间隔将拉长。

考虑到上海地铁部分线路暂停运营，各大公交公司纷纷开辟应

急短驳车。

沪上无轨电车车型公交车已做好准备。昨天在14路公交东新桥

站，驾驶员陈良栋将电车的“小辫子”——集电杆降了下来，安管员董

金根拉住绑在集电杆上的绳子，师徒俩合力更换集电杆上的煤精。煤

精是集电杆上一个零部件。遇到台风天，煤精从平时的一日一换改为

一日三换。现代交通公司则加强汛期安全巡查，对架空线网密集、树

木遮挡较多的区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架空线网维护抢修。

“梅花”今日凌晨在奉贤再次登陆，为1949年至今登陆上海时最强台风

迎战台风“梅花”，申城彻夜无眠
①杨浦分局交警

支队民警和辅警一起

在国权北路政立路口，

奋力将被大风吹倒影

响交通的树木移开。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