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潮突袭，强冷空气昨天抵沪。截至记者

发稿时，预报显示本市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小

雪或雨夹雪。继昨天上午6时高挂寒潮、大风

“双蓝”预警后，断断续续的降雨中，气温逐级

下降，本周末局部地区将有冰冻或严重冰冻。

面对“冻真格”，城市中各方压实责任，细化防

范措施，全力做好突发险情应对处置，在守牢

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也关心关怀“速冻模式”

下依旧坚守岗位、保障城市运行的一线工作

者，让人民群众安全度过寒潮。

菜场周边防滑，5斤盐袋子
撒空一半

傍晚，雨水总算停了，静安城发集团静环

作业三部临汾清道班组青年环卫工张玥带着

班组员工们走上街头。用力挥舞着扫把，将安

业路菜市场门口的积水与泥沙扫至道路两

旁。清理完路面所有积水，张玥围着菜市场绕

了一圈，即刻“锁定”了几个容易结冰的点位。

他一手拎着装了5斤盐的盐袋子，另一只手

使劲抓上满满一把，向地上左右抛撒十余个

来回。绕着菜市场一圈，盐袋空了一半。

“次日凌晨可能有冰冻，提前作好准备，

如果有雨夹雪天气，盐量还得加。”应对寒潮，

静环作业三部成立了10人应急小分队。在工

作站，队员们备好了一吨盐以及若干铲雪装

备，班组也给员工发放了姜茶和暖宝宝等。

事实上，昨天清晨5点，班组就忙活开

了。骤降的温度令阳泉路、闻喜路等多条小马

路落叶陡增。张玥见状，便在这几条路上各调

配了一辆三轮电动保洁车。扫出的垃圾直接

扔进保洁车翻斗，及时收运。

一轮阵雨过后，张玥等人将路面重新清

扫干净，也拿上大抹布反复擦拭路边垃圾箱。

根据计划，应急小分队还将定点在街面巡视，

发现积水点、结冰处等情况，及时呼叫增援并

及时解决。

老房水管保暖，也提醒老人
防寒技巧

“这儿有个电线槽，包扎带卡住了！”近百

岁的瑞金公寓里，永善公司应急维修师傅顾

兴兵在2米多高的脚手架上呼一声。“要我上

来帮忙吗？”底下的维修师傅吴夏芳闻声稳了

稳扶着的脚手架。最终，2厘米厚的弹性包裹

材料，硬是紧贴电线槽，从极窄的间隙穿行而

过。老房裸露在户外的管道，包扎成功。“包管

子看起来简单，但很考验功夫。”顾兴兵做工

时不爱戴手套，即便手上时不时会被划开小

口子，“隔着手套少了手感，效率低”。

气温骤降，黄浦区永善建筑保养公司的

工作人员，对所辖老旧小区做了全面巡查，用

保暖材料对暴露水管、消防管道采取防护措

施。以瑞金公寓为例，里面居住的居民近一半

是60岁以上老人，水管“应包尽包”后，消防

管道的包裹也提上日程。每层消防管道有3

米长，一共6层楼，每一段都需要精确测量长

度，并迅速裁剪出适当尺寸的保温管，紧密地

包裹在管道上并用扎带捆牢。

有老人听到室外动静，探出头询问。永善

公司应急抢险班组经理陈岗提醒老人做好自

身防护和防寒保暖：“一旦龙头冻结，可用热

毛巾裹住龙头，浇上温水，解冻后再拧开。”

据介绍，10月以来永善公司启动了防冻

保暖专项预案。截至目前共出动人员490多人

次、检查辖区内两千多处，新包扎水管4150

米，检修水管5430米。与此同时备齐各类防冻

应急物资，其中包括水管保温管储备3500多

米、PPR水管1100多米、水表玻璃500块。

智慧交管研判，易结冰大桥
划入风险点

昨天下午，寒风兼细雨，奉浦大道上的车

辆纷纷放缓速度，小心翼翼行驶过江。透过驻

屏巡逻，这一幕连同辖区内其他数个重要点

位，齐齐映入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智慧交通管

理中心副主任钱昂和同事们的眼里。

“系统刚完成功能升级就遇上这次寒潮，”

钱昂介绍，智慧交管系统集纳历史警情、易拥

堵点位、12345市民服务热线等数据，以大数

据的分析碰撞，研判易受寒潮影响的点位。

钱昂有关寒潮的记忆中，总有奉浦大道

的身影。某年寒潮中，自早高峰起110警情持

续攀升，接二连三发生了多起交通事故，“大

多由于桥面上结冰导致侧滑，刹车不及引起

碰擦，尽管没有人员伤亡，但车辆有损，民警

也疲于奔命。”

随着交警部门成立交通研判室，工作重

心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研判，“更强调防患于

未然，从源头减少事故发生。”结合大数据分析

和一线交警的脚力与经验，奉贤交警部门将

各高架桥面、下立交、桥洞内、上下坡路段，还

有容易被忽视的洗车店、菜市场周边等易积

水区域作为重点关注点位，精准投放警力巡

逻；判断交通流量，将风险情报线索推送至一

线；结合天气预报，及时启动相关预案，全员上

岗、备齐物资，在社会车辆上路前撒盐除冰。

关爱独居老人，“组团”上门
提供服务

昨天上午10点多，家住虹口区欧阳路街

道蒋家桥小区的75岁独居老人顾金红，接到

了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娜的电话。听闻老人

家新安装了地暖系统，降温致老人腰疼又犯

了，王娜便带着物业维修工和养老管家“组

团”上门服务。

“我们来检查下家里的水和电，排除安全

隐患。”维修工说，由于厨房内也铺设了地暖，

一旦漏水，容易引发触电事故。走进厨房，他

蹲下身，仔细摸了摸水斗下的软管和三角阀，

确认没有破损、接口连接紧实；再用电筒照了

下压力泵，确认运作正常。他同时关照老人，

一旦发现漏水，要立即通知物业。

养老管家则主动帮老人晾晒衣服。王娜

提醒老人这几天尽量别出门，在家用火用电

用气注意安全。王娜说，接到防寒潮提示后，

第一时间在居民群发布了相关注意事项。考

虑到小区老龄化程度高，通过关爱电话了解

情况后，对部分存在特殊情况的独居老人、纯

老家庭开展实地走访。采用“组团式”上门的

方式，将物业、养老管家等服务带进门。

温暖外卖小哥，手套围巾都
派上用场

杨浦区新江湾城街道尚景园小区门口，

居民们自发设置的“小哥驿站”放满了关爱。

说是“驿站”，其实是几张带有抽屉的桌子。桌

上是保温箱，里面是暖暖的矿泉水，抽屉里是

给小哥救急的棉手套、围巾。“小哥伸手就能

拿到需要的东西，不必下车再取，节省时间，”

尚景园党支部书记于晓林解释，骑车容易手

冷，当天准备的十几副棉手套都被小哥们逐

一领取，“看来派上了用处。”

这个“小哥驿站”始于盛夏极端气候，

40℃的高温让居民觉察到外卖小哥的辛苦。

居民们自发给经常出入小区的小哥们准备了

一些户外工作必需品，后来为惠及更多户外

工作者，从最早的一张桌子扩容成现在的“驿

站”并搬到了小区两个出入口。“小哥驿站”内

的物品都由居民和附近湾谷科技园内的爱心

企业共同捐赠，“还有社区里心灵手巧的阿姨

们，自发编织围巾为小哥送上温暖。”

守护公交出行，用冰点仪检
查车辆防冻液

巴士一公司国江路停车场，修理工金鹭

正使用冰点仪对公交车的防冻液进行检查。

他打开车辆后挡盖，取出一点防冻液，滴在冰

点仪上，数据迅速在仪器上显示出来。

“车辆行驶过程中，随着时间推移，防冻

液会出现逐渐减少或者冰点不达标情况。”金

鹭介绍，防冻液冰点达标才能有效防止车辆

驱动电机冰冻，避免车辆营运时产生故障、抛

锚，进行相关检查就是为了守护出行安全。

冬季对车胎的检查也必不可少。路面相对

湿滑下，胎压高低直接影响到行车安全。胎压

过高或过低，都可能导致车辆失控，发生危险。

修理工提前对营运车辆的胎压进行检测，如发

现不符合标准，会及时调整，防止安全隐患。

修理车间副主任孙华带领修理工正仔细

检查：“还有个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就是储气

罐。若储气罐内水汽未及时清理，低温天气下

易结冰堵住气路，导致车门无法正常开启。”

因此修理工会对车辆储气罐进行排水处理，

确保公交车正常运行。

呼啸寒风中，为蔬菜提前穿
好“保暖衣”

清晨晨曦照向乡间田埂，成片白色塑料

大棚内，绿油油的蔬菜生机盎然，罗新园艺负

责人严中华仔细巡查。作为宝山区罗泾镇三

大蔬菜合作社之一，这里有128个蔬菜大棚，

种着菠菜、青菜等冬日常见蔬菜。

今年应对寒潮，严中华提前招募了十余

名临时工人一起搭建内棚，专程为杭白菜、生

菜等最不经冻的蔬菜穿好“保暖衣”。经测算，

内棚能帮助蔬菜扛住逼近-5℃的低温环境。

然而，搭建内棚耗时费力，需几名工人合作搭

钢管、整理塑料薄膜。预留的空间不宜过小，

要让蔬菜自由“呼吸”生长；也不宜过大，否则

起不到保温效果。打好了提前量，严中华在寒

潮到来之前完成了内棚加固工作。

应对寒潮，他依旧不放心，把基地内的蔬

菜大棚从里到外仔细检查了一番。大棚出入

口门缝是否关得严实、大棚顶部是否有细小

风口……他深知，一旦塑料大棚被疾风撕开

豁口，后果不堪设想。“赶在日落前视线还好

时，及时发现隐患细节，修补处理好。”

全城行动迎战“速冻”，确保市民安度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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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冻小贴士

■本报记者 李晨琰

“速冻”模式开启，上海气温断崖式下跌。

受强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气温将持续下降，最

低气温将跌破冰点。防寒防冻，老年人等免疫

力低下人群尤其要注意。记者从沪上多家医

院获悉，11月以来气温反复“过山车”，神经

内科、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急诊等就诊量

逐渐上扬。随着这波寒潮导致气温骤降，心脑

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降温病”急

性发作的几率将明显上升。

对老年人和有慢性基础性疾病人群，医

生提醒，近期要注意保暖，及时添衣、适度锻

炼、保证睡眠；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及时接种

流感疫苗、肺炎球菌疫苗等，为自己再添一道

防护屏障。

心脑血管疾病“很怕冷”，切
忌“扛一扛”

低温会增加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发病风

险。相关研究显示，冬季相关疾病死亡风险比

夏季高41%，特别要关注低温对老年群体，尤

其是患有高血压等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身体

健康的影响。

“寒冷刺激下，人体交感神经激活，加之

血液黏度改变、氧化应激、炎性反应等，影响

血管内斑块稳定的因素相互作用，极易导致

血压升高、心脏负荷增加，诱发心律失常以及

急性心肌梗死等心血管事件。”同济大学附属

同济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丁可可告诉记者，

虽然目前因寒潮带来的就诊高峰尚未到来，

但医护团队已做好准备。

医生特别提醒，很多老年人疼痛耐受度

高，对自己的病情变化不敏感，加之不想麻烦

家人，往往容易耽误病情，有的还差点酿成险

情。此前，丁可可收治了一位患者——90多

岁的老人在家胸闷了大半天，才来就诊。检查

显示，老人是急性心肌梗死，已出现心衰表

现。所幸，经抢救，老人病情最终稳定了下来。

医生强调，如果心血管疾病患者出现了

胸闷、心悸、胸痛、大汗，尤其是胸痛持续时间

长，伴有近期血压控制欠佳等情况，要立即拨

打“120”尽快就近送医，“老年人体弱，起病

急、来势凶，切忌‘扛一扛’，错过最佳治疗时

间。”丁可可说。

气温变化与脑卒中患病风险同样密切相

关。有研究显示，温度每降低1℃，罹患脑卒中

的风险将升高1.13%，脑卒中死亡风险升高

1.2%。医生建议，老年人外出时不妨戴上帽

子，头部血管密集、热量散发多，做好头部保

暖对预防脑卒中有一定帮助。

注重重点部位保暖，室内定
期通风换气

气温“大跳水”，不少罹患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的老年患者，气道收缩或感染，更易引发

慢性疾病急性发作，严重者需住院治疗。

“冬季本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急性加

重的高发季。”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医生肖辉说，门诊上，不少“老慢

支”、慢阻肺患者经历过山车式的气温变化

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咳嗽、咳痰、气喘等

症状。

“从数据看，冬季因慢阻肺急性加重而住

院的患者比夏季多30%，这与室内外的寒冷暴

露、呼吸道感染几率增加等因素直接相关。”她

提醒，气温骤降注意添衣保暖，特别要注重重

点部位的保暖，比如头部、背部和脚部等。

医生建议，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少去人

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外出时佩戴口罩

也有利于减少感染风险。“室内定期通风换气

是预防呼吸道感染的另一关键措施。”肖辉

说，因为随着气温降低，人们的室外活动减

少，且习惯于把门窗关得很严，这会使呼吸道

更易被病原体侵犯。

日前，国家疾控局也发布《寒潮公众健康

防护指南》。《指南》提醒，寒冷天气还易造成浅

表皮肤损害而形成冻疮，加重关节炎、类风湿

关节炎等患者的疼痛，同时还可能加重泌尿

系统疾病和内分泌系统疾病，比如慢性肾病、

糖尿病等，相关症状患者应及时做好防护。

本周末恰逢冬至祭扫高峰，市气象部门

提醒，周末降水较弱，虽然对出行影响不大，

但仍需注意道路交通安全。医生表示，老年人

骨质疏松多，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走路步幅

尽量小一些、走路慢一些，如果不小心摔倒，不

要急于起身，若身体剧烈疼痛，应尽快就医。

防寒防冻，警惕“降温病”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刘力源 张晓鸣
单颖文 占 悦 周 辰 王宛艺

本报讯（记者张天弛）寒潮发威，申城
一夜“速冻”。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的

数据，昨天开始，6至7级大风加持下，申城

气温陡然下降，凌晨还在15℃上下，下午就

降到6.7℃。据预测，今明两天气温还将进

一步下降，今天全天仅有0℃至2℃，或现雨

夹雪；明晨市区最低跌至-2℃，郊区更冷，

在-6℃到-3℃。

本市昨天普降小雨，记者从市气象局

获悉，昨天降雨时断时续，4时至16时累计最

大雨量出现在嘉定安亭镇，达13.5毫米。

这场降雨今晨还可能延续成初雪。据预

测，今晨或将出现小雪或雨夹雪。不过，雨雪

来去匆匆，很快就将转为多云天气。可即使

阳光上线，白天气温回升也有气无力，中心城

区全天气温在0℃至2℃，郊区部分时段更是

低至冰点以下，且风力依然强劲，体感是真正

冬天的冰冷刺骨。

本轮寒潮最冷时段将出现在明天早晨，

市区最低气温跌至-2℃，郊区则在-6℃

到-3℃。白天升温也很有限，最高仅3℃，风

力略有减小，但依然逃不过一个“冷”字。

下周初暖湿气团还会有一次反扑，给申城

再度带来降水天气，气温虽小幅回升至6℃左

右，但仍将是冬天的湿冷体感。下周中期，冷

空气将再度占据主场，气温继续下跌，特别是

周四早晨，中心城区会降至-3℃，郊区则更低。

寒潮发威，申城今最高气温仅2℃

本报讯（通讯员徐欢 秦建 记者薄小波）今年下半年最强
冷空气强势来袭。连日来，沪郊农业部门多措并举应对寒潮，全

力守护好市民“菜篮子”。

金山区朱泾镇的农户们积极采取科学措施，为果蔬大棚做

好保暖工作，全力保障蔬果生产和市场供应。在上海禾希果蔬

专业合作社，农户们正忙着加装绑棚绳，为一个个大棚加盖二层

棚膜，加盖后的大棚被裹得严严实实，棚内温度可达25℃左右，

一丛丛绿油油的西红柿苗长势喜人。

“天气预报说气温会一下子降到零下，所以我们提前对大棚

进行二层膜的防寒保暖。”合作社负责人卫亮介绍，目前棚内种

植了20多亩西红柿苗，正处于定植阶段。西红柿喜温不耐寒，

如果环境温度低于5℃，果苗会受到冻害，影响生长，加盖二层膜

后，就能确保西红柿正常生长。

在廊下镇的上海沪耕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农户们正在田

间采收经过一夜霜冻的青菜，而一旁的50亩球生菜前几天已抢

收上市。据了解，该合作社共有在地蔬菜1100亩，以青菜、球生

菜等为主，大部分已抢收完毕。目前市场菜品供应稳定，绿叶菜

批发价都在1元以下。同时，为应对极端天气，合作社也已对大

棚内部分还未成熟的蔬菜做足保温措施。

在上海持灏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大棚内，成熟的奶油草

莓已被采摘入筐。尚未成熟的品种，大约还需一周时间才可采

摘上市。面对周末的大幅降温，他们也提前做好了准备。

在嘉定区的沥江生态园，工人们正忙着加固大棚、检查棚

膜是否破损漏风。茄果类种植大棚内，菜农们正在为大棚内的

蔬菜加盖保温膜。“茄子、番茄之类的蔬菜，我们采取搭棚的

方式，大棚里面搭中棚，中棚里面还有小棚，三层保温。”沥

江生态园蔬菜种植技术人员周炳项介绍，针对不同品种的蔬

菜，保温方法也略有差异，对于当季蔬菜，只需要在大棚内覆

盖一层保温膜就可以，对于茄子、番茄等反季节蔬菜，尤其要

控制好温度。

沥江生态园负责人沈燕燕介绍，除了增加保温设施外，

还加派人手和技术人员，确保蔬菜生长和市场供应，“气温

不同我们采取的措施也不同，寒潮期间我们会定时巡查大棚

内蔬菜生长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应对策略，确保蔬

菜正常生长。”

多措并举守护市民“菜篮子”

保供

供电

本报讯（记者张天弛）寒潮已至，断崖式降温席卷申城。记
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上海市供电公司获悉，此轮寒潮期间，本市最

高负荷预计可达3150万千瓦。上海电网将持续优化运行方式，

保障电力电量平衡。在保电“最后一公里”方面，全市各供电服

务中心片区经理主动上门，与126个社区“点对点”对接，保障市

民安稳用电。

据国网上海电力介绍，输电网线方面，寒潮来临前，公司已

严格做好变电站、换流站主辅设备巡视，针对发现的缺陷及时进

行消缺，尤其在部分可能出现雨雪的地区，提前处理瓷瓶、互感

器等设备排水孔积水，避免造成设备冻裂；做好充油、充气设备

的检查，特别是针对户外设备及时做好渗漏点处理及补油、补气

等工作，并落实相关保温措施；开展户外消防管道、消防水箱、消

防泵等设备运行巡视，严防消防水系统发生误动、拒动、冻裂等

设备事件；提前开展重要输电通道隐患治理，及时增加特巡次

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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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用户侧，国网上海电力已对全市382户重要用户供电设

备开展特巡检查，确保关键环节、重点部位、重要场所的电力设

备健康运行。

应急抢修方面，针对寒潮期间单户故障报修激增的特点，公

司在全市范围内布置173个电力抢修驻点、3500余名专业抢修

人员，近900台各类抢修、应急发电、照明车辆。

点对点保障   个社区用电

严寒季节尤其要注意用电安全，特别是在使用各类取
暖电器时，须留意电线有无老化现象，并且不要在同一插排
上集中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

本报讯（记者张天弛）连着好几天，青浦区自来水公司的技
术人员一大早就奔波穿梭于各居民小区之间，紧锣密鼓开展供

水设施巡查，检查每个接头、每个阀门，不放过任何一处隐患。

全市范围内，记者了解到，城投水务各单位已完成对关键生

产设施设备、仪器仪表和管道等的检查，并落实维护保养工作，

消除安全生产隐患，保障设备平稳运行。

在抢修队伍方面，落实寒潮应急抢修队伍187支，抢修队员

共1950人、供水检漏人员176人，抢修车辆395辆，可满足快速

反应、高效抢修的要求。在设施设备巡检方面，部署专项巡检工

作，排摸老旧供水管网5474公里、桥管3365座、排水泵站310座

及已接管小区6573个，及时进行防冻保暖包扎，并对已发现的

隐患逐一处置。

上海供水热线962740、威铃快线962323在寒潮期间可扩充

至最大180路接电线路，现有热线话务员89人，已落实后备支援

人员142人，以应对寒潮期间可能的来电高峰。同时，通过“智

能语音导航报修受理+线上渠道快速报修表单”等渠道实现用

户报修需求的分流，多渠道提升供水服务受理能力。

排摸老旧管网    公里

供水

及时关闭家中和过道的朝北门窗，保持室内温暖。对
于暴露在室外的水龙头、阀门、水表、水管，可用棉、麻织物
或保温材料进行包裹，以起到防冻保暖作用。临睡前，可关
闭水表阀门，打开水龙头，放尽余水。可提前做好储水准
备，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对已经被冻住的水龙头、阀
门、水表、水管，可以用温毛巾敷在其表面，再用温水冲淋化
冻。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用吹风机或暖风机适度加热，
来回吹水表及周边管道，千万不要直接用开水烫或用火
烤。如发现水管漏水或冻裂，可联系物业或通过所属的供
水企业热线进行求助。

防冻小贴士

 静安城发集团

静环作业三部临汾清

道班组给路面撒盐。

（受访者供图）
◣在慧农村的金

山最大育苗基地，工

作人员为苗床加盖保

温被。 徐欢摄
▼国网上海超高

压公司检修人员开展

线路压变防爆膜反措

工作。

（国网上海电力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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