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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点新闻

■ 民区志愿者搀扶老年居民
点备坐车前往安置点

员约通讯员 毅毅 摄

昨天中午，风雨交加。今年第12号台

风“梅花”来势汹汹，地处杭州湾畔的金山区

正抓紧开展人员避险转移安置工作。人员

转移了，他们的家怎么办？“居民安置好了，

居民的家也要把它守护好。等台风过后，居

民回来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这

是石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夏雷给出的答案。

记者昨天在石化街道东村居民区金卫

三组防汛抗台指挥室，和包括夏雷在内的20

多位“看家护院”的工作人员一起，度过了一

个不眠之夜。

百岁老人安全转移
说是“指挥室”，其实就是小区大门旁一

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房内安装了一个监

控屏幕，可以清楚看到大门口的一举一动。

大门已经关闭，两名保安在风雨中守门。

傍晚，盒饭到了。东村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邓海斌立刻叮嘱社工干秋逸和濮诗玮，先

把盒饭给金卫三组年纪最大的居民、102岁

的方小妹送过去。

方小妹住的老屋已有100多年历史，地

势很低，容易积水，卫生条件也差，但老人故

土难离，始终不肯搬走。4个子女只能轮流

来照顾她。这次撤离，居委会考虑到她年纪

这么大，不太适合去集中安置点，于是邓海

斌提前预订好酒店，让老人的女儿周女士和

老人同住，并安排好伙食，直到台风过去。

预留大巴等“上班族”
东村居民区的金卫三组和海光八组，房

屋年代久远、结构脆弱，历来是防汛前沿阵

地。“不巧遇上工作日，多数居民都在单位上

班。”夏雷说，“考虑到现实情况，下午3时基

本转移完毕后，我们把整个小区封闭。同时

预留了两辆大巴，等部分下班的居民到家里

简单收拾一下行李后，把他们送到安置点。”

半小时打117个电话
当晚8时许，指挥室旁的另一间小房间

里，6位居委会干部都在忙着打电话——台

风来临前就排摸好意向安置人员156人，可

金山区轮滑球馆的安置点里只安置了39

人，还有117人去哪了？“我们仔细核查，半

个多小时就联系完了117人。”邓海斌认真

地说，“掌握他们的动向，才能让人安心。”

据介绍，东村居民区总计应撤离929

人，其中金卫三组747人、海光八组182人。

两处意向安置人员156人，昨日实际安置50

人，其他人已自行投亲靠友或租借旅馆。

通宵值守“看家护院”
夏雷介绍，人员安置完毕、区域封闭后，

工作人员会通宵守护小区的平安，一方面防

止其他人员进入小区，另一方面会经常性夜

巡，看看哪处房子容易受损、污水有无外溢

等。“最后还有一个工作要做，我们的水电工

要对居民现有房子的安全性作进一步检查，

在确保这些房子是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让居

民回家。”他强调。 本报记者 屠瑜

把雨刮器开到最

大，前挡风玻璃依然一

片模糊；车辆在沿海公

路行驶，居然被风吹得

摇摇晃晃；只要一下

车，立刻浑身湿透……

昨天深夜，记者驾车行

驶在奉贤海湾旅游区，

感受到了台风正面直

击的强大威力。今天

凌晨起，奉贤区内道路

积水、树木倒伏，在

6000多位防汛人员通

宵达旦的努力下，总算

平稳度过台风袭扰。

人员转移
在奉贤海湾旅游

区海湾城宿舍安置点，

记者见到了从附近海

塘种植、养殖企业撤离

到这里的27位安置人

员。每个单间最多可

容纳6人，并配有独立

卫生间。工作人员向

他们发放了被褥、卫生

纸、饮用水和食品等生

活物资。一位在附近

种植企业工作的老人

告诉记者，她是第5次

被疏散到这里，已经

“熟门熟路”。

而在奉贤五四地区，五四派出所民警

对辖区大棚种植户开展防汛防台告知，协

助种植户对大棚作防风加固，并动员菜农

转移至安置点。在奉浦派出所辖区，青少

年活动中心工地及工业开发区共有近

1400位建筑工人，均被及时安置。

险情处置
从昨天深夜开始，奉贤区608支应急

队伍共6585人进入临战状态，通宵巡查。

据统计，截至今天上午，受台风影响，

奉贤道路短时积水38处，10个小区发生瞬

时积水，树木倒伏1163棵，已全部处置完

毕。五四地区因树木倒伏导致一处电力中

断，影响2个居民小区约1000户居民，目前

已抢修完毕恢复供电。在农业方面，农田

共受灾6888.3亩；大棚受损852.4亩，合计

1120套；落果3.8吨、池塘受损39.5亩。合

计714.8万元。据介绍，由于本次台风是在

9月来袭，并非奉贤地区果蔬农作物种植

旺季，相比往年台风季损失较小。

今晨5时，随着台风远离，奉贤区风雨

渐息。奉贤区防汛办工作人员徐建兵告诉

记者，从一晚巡查值守的结果来看，发生最

多的问题是树木倒伏和积水。各区域值守

人员不间断巡查，一旦发现树木倒伏及时

清理，并通知绿化部门作后续处置。此外，

奉贤区在今年年初安装的105套内涝积水

监测设备发挥了作用，一旦积水超过警戒

水位，系统就会报警，防汛人员可立即派人

到现场查看或通过视频远程巡查，积水点

位因此基本得到及时处置。

今晨6时，奉贤区气象台更新台风橙

色预警信号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区防汛

指挥部决定调整防汛防台II级响应为防汛

防台IV级响应。目前，奉贤区已启动安置

人员返回工作。 本报记者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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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战“梅花”的过程中，上海一共转移了42.6万人，创下迎战台风转移人数的新纪录。
其中，浦东新区应转移人数和实际转移人数都是14.7万人，为全市各区之首。
金山区计划转移撤离1.7万人，于当天15时基本完成转移撤离。
奉贤区昨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后，开始撤离在建工地、危棚简屋、老旧民宅、塘外作业等区域人员

19084人。当晚18时，安置人员全部撤离完毕。 本报记者 罗水元

“居民安置好了，家也要守护好”
石化街道东村居民区工作人员彻夜守护小区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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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东南沿海的临港，地处杭州湾和长

江口交汇处，是上海防汛防台的前哨阵地。

防汛干部闵春添一夜未眠，在临港新片区防

汛指挥中心值守，手机微信消息不停。闵春

添一面紧盯城运大屏上的台风实时路径图，

一面查看大堤、工地、道路、安置点的情况，

一旦发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险情，立即对

接防汛办、绿化、公安、城管、交通等职能部

门工作人员，确保第一时间排除险情。

点堤巡逻劝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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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派出多路人马在重点点

位、一线海堤等巡查值守。在海堤边巡逻的

临港新片区综合执法大队队员王志强告诉

记者，从芦潮港海鲜市场到南汇嘴观海公园

的沿线大堤全部关闭，遇到行驶车辆，他和

同事会上前问询后劝返。

记者从临港新城派出所了解到，临港地

区海岸线有30公里，他们在海滨沿线配置

了10名民警和50名辅警，24小时不间断巡

逻，对沿线群众劝离转移。

工地工人转移
据排摸统计，临港新片区共有在建工地

367个，现场人员56045人，自行撤离人员

53719名，需集中安置人员2326人。

中建八局临港青少年活动中心项目经理

于俊彬介绍，前一晚，工作人员就提前到安置

点准备；昨天上午，工地人员全员核酸检测；

中午接到转移指令后，联系车辆有序转移，不

到2小时，该项目284人全部完成转移。

据悉，港城广场共有5栋建筑被设为安

置点，每栋楼的2楼至5楼全部空置，作为转

移人员的生活区，可容纳约2500人。记者看

到，现场秩序井然，按照工作人员指引，工人

测量体温、消毒后，进入休息区。而在安置点

仓库内，整齐摆放着方便面、矿泉水等物资。

预降内河水位
临港沿海，内河与海面的水位成为防汛

的关键。根据市里统一调度，通过潮汐预测、

内河水位监测和雨量实时监测，临港预降水

位，腾出足够空间储蓄雨水，以免城市内涝。

“梅花”登陆，临港感受明显。窗外，狂

风大作，暴雨如注，有围栏、树木被刮倒。随

后，应急救援车辆及时赶到处理，确保交通

不受影响。今天上午，伴随台风逐渐远离，

临港新片区天气渐渐恢复如常，彻夜坚守的

人也松了口气。 本报记者 杨欢

海滨沿线24小时不间断巡逻
风雨无阻在前哨阵地防汛防台排除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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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湾城宿舍安置点
者报记者 程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