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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7

    随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响应倡议

留沪就地过节，今年春节期间，“季
节性流出”的规律将被打破，申城很

可能保持较大人流、车流。
上海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办公

室庄莉强警官今天上午透露：1 月
中旬至 3月底，上海警方将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除隐患、铸平安”专项

行动，启动高等级勤务，强化打防管
控各项措施，提升社会面整体防控

力度，组织发动群防群治力量，最大
限度把警力摆上街面、压到一线，提

高街面见警率、管事率和控制力、震
慑力。同时，加强大型活动和人群聚

集场所安全管理，围绕地标区域、热
门景点、闹市商圈和寺庙场所，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完善监测预警手
段，精准实施疏导管控，确保现场安

全有序。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报警

类 110环比去年 12月下降 5.1%。

控发案
提升市民安全感
据庄莉强介绍，结合春节发案

特点，警方针对近期多发的电信网

络诈骗、“裸聊”敲诈勒索、网络赌博
等非接触类侵财犯罪，精确瞄准此

类犯罪手法特点，从技术支撑、黑灰

产业、犯罪团伙等各环节入手，围绕
资金流、通讯流、信息流、人员流开

展集中研判，实施全链条、全平台打
击。同时，持续加大宣传和预警力

度，主动挖掘预警潜在被害人，落实
联动劝阻工作措施，全力压降发案。

针对入室盗窃、入民宅盗窃等

侵财犯罪，警方以“盗案必破”为目
标，依托智慧公安赋能，确保在发案

24小时内落实侦查措施，力争在最
短时间内锁定犯罪嫌疑人。今年以

来，全市入室盗窃案同比下降
39%，破案率达到 87.4%，其中入民

宅盗窃案同比下降 45.8%，破案率
达到 90.1%。

春节期间是老百姓团聚的日
子。民以食为天，上海警方重拳出击

食药环知等民生领域犯罪，加大对
假冒食品药品、走私食品、非法疫

苗、假冒防疫物资、长江流域非法捕
鱼等犯罪的打击力度，重点严打危

害食品安全犯罪，确保春节期间市
民群众餐桌安全。今年以来，全市公

安机关已侦破相关案件 80余起，涉
案金额近 3亿元，其中食品类犯罪

案件 20余起。就在上周，上海市公

安局经侦总队会同相关分局，先后

侦破“特大制售假冒知名品牌人参
案”“特大制售假冒知名品牌白酒

案”等案件，保证了市民群众舌尖上
的安全。

降事故
确保城市有序运行
留沪人员增多，意味着交通出

行量的增加和各类安全隐患的增

多。上海警方将持续强化道路交通、
公共交通、烟花爆竹、防火监督等安

全管理措施，确保不发生重特大道
路交通事故、重大火灾事故和其他

重大公共安全事件。

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方面，警
方将结合春运安保，每周组织开展

全市统一交通大整治行动，依法严
查机动车超载、疲劳驾驶、酒驾醉驾

以及非机动车乱骑行、行人乱穿行等
交通违法行为，滚动排摸整治道路交

通安全隐患。今年以来，已查处酒驾
醉驾 1300余起，全市发生各类道路

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16.9%。
在防火监督检查方面，聚焦电

动自行车销售点、维修点以及居民
家中、小区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等部位，持续推进电动自行车

火灾隐患整治专项行动。结合冬春
季节火情特点，深入排查居民小区、

沿街商铺、餐饮场所、“三合一”场所
等火灾隐患，督促落实消防安全主

体责任，确保隐患“清零”。
在公共交通安全管理方面，筑

牢轨交区域智能安检等三道安全防

线，采取“站区民警着装震慑、反扒
专业便衣管控”相结合的模式，持续

加大反扒力度。在轨交站台、车厢内
寻衅滋事、殴打他人等行为极易引

发次生危害，轨交警方始终坚持依
法严厉处罚，今年以来已查处相关

案件近 60起，行政拘留 52人。
在烟花爆竹安全管控方面，警

方将坚持入沪盘查、路上查缴、面上
收缴相结合，加强仓储物流场地、批

发市场等区域排查，及时查缴非法
烟花爆竹。1月 25日，嘉定公安分局

在辖区北片农村地区开展入户安全
检查时，成功发现并打掉两个在农宅

中非法存储烟花爆竹的窝点，缴获各
类非法烟花爆竹近 150箱。据统计，

今年以来全市已查处相关案件 12

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30余人，收

缴非法烟花爆竹 800余箱。

防疫情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目前，上海警方已采取有力措

施筑牢“入城口”防线，协助相关部

门加强“陆、水、空、铁”入沪通道联
防联控，坚持“人物同防”，强化对入

境人员和进口货物分流排查、检测
监测、封闭转运、中转查验等各环节

的闭环管理。

警方还会同有关部门织密“落
脚点”管控网络，协同各区疫情防控

机构，落实居家隔离和集中隔离管
控工作，严密人员隔离管控的人防、

物防和技防措施，提高异动预警、联
动处置能力。同时，强化重点区域安

全守护，结合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
下的春运特点，会同交通行业运营

单位，监督乘客严格落实“体温必
测、口罩必戴、健康码必验”措施。

此外，警方已经做好稳妥高效
开展应急处置的充分准备，一旦发

生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激活预案，调
度足够处置警力，统筹做好“流调溯

源”、依法处理等工作，助力将疫情
控制在最小范围。

首席记者 潘高峰

现在起到 3?底上海警方启动专项行动

守护“就地过年”守护申城平安

    ?报讯（记者 任天宝）轨道交

通 14号线建设工程又有好消息传
来，记者昨天从上海地铁获悉，14

号线静安寺站继去年下行线站台层
顶管顺利贯通后，站台层上行线顶

管也于近日顺利完成接收。这标志
着 14号线主体工程全线贯通，为后

续全线轨道铺设及列车上线调试创

造条件。
据了解，轨交 14号线工程西起

嘉定封浜东至浦东金桥，贯穿上海

城区市中心，途经嘉定区、普陀区、
静安区、黄浦区和浦东新区，正线全

长 38.514公里，共设地下车站 31

座，其中 6站 6区间与东西通道工

程合体共建。

作为新一轮轨道交通建设工
程的示范线，轨交 14 号线建造时

实现多项“之最”。例如，14号线豫
园站开挖深度达 36 米，为目前

“上海最深地铁车站”；14 号线昌

邑路站为“最复杂枢纽站”，其开
挖深度达 35.4 米，是浦东在建轨

道交通中最深的车站，市政立体
枢纽四线叠交，是名副其实的“汉

堡王”。
通车试运营后，轨交 14号线将

为 8节编组大客运量全自动驾驶线

路，可与现有轨道交通网络中其他
13条轨道交通线路实现换乘。

    ?报讯（记者 江跃中）家住静

安区临汾路街道阳曲小区350 弄某
楼的居民赵先生，其 95岁的父亲

中风后长期瘫卧在床，93 岁的母
亲行动也不便。两位老人已经有

近 10年没有下过楼了。赵先生加
装电梯的意愿非常强烈，他希望自

己的父母在有生之年可以坐电梯

下楼，看看“美丽家园”改造后的
小区新貌。

今天上午，赵先生家所在的阳

曲小区举行“美好临汾 圆梦电梯”
电梯加装签约仪式，小区业委会代

表就加装 3台电梯，与上海万科物
业正式签约，为居民送上了特别的

春节“大礼包”，在全市首创的物业
公司“建管一体”参与电梯加装工程

模式正式启动。
至此，临汾路街道在建、在批、

在用的加装电梯达到 100 台，17

个居民区全部实现“破零”。随着
加梯的加速，将会有更多像赵先生

父母这样的老年居民，告别“悬空
生活”。

据了解，阳曲小区是临汾路街

道电梯加装较早的社区之一，目前
已有 2台启用，3台在批，今天签约

的 3台，将采用物业参与的创新模
式加装。

上海万科物业执行总经理邱
晓欢介绍，参与加装电梯是万科物

业在老旧小区治理服务过程中延

伸的支线，自 2016年进驻阳曲小
区后，万科物业在小区品质提升方

面等进行了诸多尝试，获得了良好
成果。

去年，针对居民的诉求，在临汾
路街道的支持下，上海万科物业成

立电梯加装工作组，对小区加装电
梯的需求作了深入细致的调研走

访，推出了“建管一体”的电梯加装
模式———

建，就是物业参与整个加装电
梯全过程，做好加装电梯的资料提

供、民意征询、方案制定等工作，在
业主之间、业主与建筑方间做好沟

通协调。搭建项目推进的协调平台，
由物业公司、施工单位与居委会一

起出面，邀请设计、施工、法律等领

域专业人士现场答疑解惑。

根据小区不同的地质条件、房
屋结构，安全性要求、业主情况，提

供不同的技术方案和经济方案。在
施工管理阶段，物业将进行外部监

督和现场协调，尽量为施工单位、业
主提供便利，包括协调提供材料堆

放场地、小区道路组织和建筑垃圾

处置等方面的内容。

管，就是对电梯交付使用后的
日常运行维护实施管理，建立应急

响应、能源费代收代付、公共资源运
营等服务机制，达成“幸福电梯、无

忧安装”体验。
这一模式得到了街道和居委会

的一致认同，居民也很赞同，业主张
老伯说，“我们小区装电梯在我看来

还只是一小步，我们期待更多的老

年人专属服务在小区内得到落地。
这个时代不只是属于年轻人嘛，我

们老年人也可以享受到社会发展成
果，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我们很期

待”。

通车后可与 13条线路换乘

轨交14号线主体工程全线贯通

首创物业公司“建管一体”参与电梯加装工程

阳曲小区3台加装电梯上午签约

    牛年新春佳节将至，沪上郊区年味渐浓。在金山区廊下镇中华村，

喜庆的红灯笼高挂，与一幅幅充满江南民俗风情的农民画相映成趣。游
客倘徉在如画般的村落，而村民们忙着制作方糕和农家美食，处处呈现

迎春欢乐祥和的氛围。 庄毅 摄影报道

牛年新春将至 沪郊年味渐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