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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电力、水务、公交等部门顶风冒寒维护“管路”“线路”畅通

抗寒保运行 暖心故事多

昨天冬至，天寒地冻。小

东门南外滩，绿地外滩中心工

地，“建设者之家”的小餐桌上，

笑语欢声。“今天吃了两顿午

饭，虽没吃上冬至饺子，不过这

会儿补上了大馄饨，好口福！”

动筷子时，生性活泼的陈泽锋

“发表”开吃感言，听得几位小

伙伴笑嘻嘻。

5位小伙伴，最大28岁，最

小21岁，上海建工集团青年员

工，专业从设计、工程师到工地

现场管理都有。王秋燕是设计

师，负责把平面图纸变成更直

观的三维图纸；金力是工程师，

三维图纸有了，工序流程怎么

安排，工程师来实施；陈泽锋负

责施工现场管理。“我们仨，简

单概括，就是——建什么、怎么

建、建得好！”“开心果”陈泽锋

快人快语，又把大伙说乐了。

午饭吃好，小伙伴们下下围

棋、打打乒乓球、蹬蹬运动自行

车……“家”里休闲娱乐项目颇

多。这个“家”面向工地上所有工

友开放。

小东门，黄浦东大门；南外

滩，申城新地标。目前，小东门处于

城市更新关键时期，辖区内有13个

在建工地，务工人员有数千人。

今年，黄浦区建管委和小东门

街道深入工地调研，得知工友们不

少需求有待满足，如医疗、理发、小

修小补、法律咨询、运动娱乐

等。于是，“建设者之家”来了！

一幢临时办公建筑变身

“建设者之家”。“家”里有分享

交流区、生活服务区、健身娱乐

区、棋牌休闲区、学习阅读区、

卫生服务区，精心设计，焕然一

新，是集用餐、休闲、文体、交流

于一体的空间驿站。

在“家”里，58项“同心服

务”让人备感温暖。“工友们是

人民城市的建设者，也是人民

城市的受益者。”小东门街道党

工委书记刘恕说，党建联建整

合多方资源，提供五大类58项

一站式服务，让健康、文化、维

权、培训等进工地，打造建设者

的“温馨港湾”。

“建设者之家”对面，有个

在建塔楼，约300米高，不久之

后将迎来商场、办公和酒店。“8

年前刚来工地时，满目所见是

拆迁后的废墟。8年来，绿地外

滩中心一幢幢高楼建起来，真

的很有成就感！”郁忠华从业20

年，是“建设者之家”的常客，午

休时间跟年轻人打打乒乓，其

乐融融。

“家”，不只是温暖的港湾，

也是基层治理智囊库。58项

“同心服务”真诚帮助工友，工

地则主动承诺文明施工，并为居民

办实事。闲暇时间，工友们走出

“家”门，为居民区修缮地下车库、修

补外墙、安装新能源路灯……从社

区治理“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本报记者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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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者寒冬里热心付出

“小巧思”让患者温暖就医

连日来，寒潮逼人。电力、水

务、公交等部门工作人员逆寒而上，

想方设法维护城市正常运转，一个

个暖人心窝的动人场景，成为寒潮

中的美丽“工笔画”。

电力

“让灯先亮起来”
天寒地冻，电网设备本体经受

恶劣天气考验，承载更高用电负荷，

个别线路断电在所难免。断电后怎

么办？国网上海电力明确：先复电

后抢修，最大可能缩短抢修时间，保

障用户用电。

市南供电公司有一句形象的

话：“让灯先亮起来。”前天晚上，

番禺路一小区突然停电，公司副

总工程师带领运维检修部抢修人

员及供服中心客户工程师和区域

召集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应急处

置，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恢复居

民供电，然后再对相关设备进行

临时性抢修。

然而，临时性抢修“治标”后，现

场处置人员并没有马上撤离。考虑

到相应区域用电负荷仍在持续增

加，仍有可能出现断电情况，市南供

电公司又着手“治本”。随后，隐患

消除方案确立，通过将原本一个断

路器下的两路电缆分开接至两个断

路器，将设备额定负荷容量翻番，避

免该类隐患再次发生。

全部抢修人员守在现场。直至

昨天凌晨，随着“拆电缆——分仓位

——装电缆”等一系列流程操作完

毕，一次性复电成功，他们才带着疲

惫和困倦，收拾工具“班师回朝”。

市北供电公司在千方百计保障

电力供应的同时，还对前来办电的

客户“送温暖”。昨日，该公司就安

排人员将一桶冒着热气的姜汤送到

了共和新路营业厅。8时过后，第

一位进入营业厅的用户施先生便喝

到了营业员递上的“冬天的第一杯

姜汤”，“味道好极了，暖胃更暖心。”

他笑着说。

水务

全力以赴应对寒潮
连日来，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

不但依托上海市供水安全保障监管

系统动态监管全市1000余在线管

网监测点的低温受冻情况，还派人

奔赴各供水企业，就管网监测站点

加热设备是否开启、对薄弱点包裹

是否有效、保温材料是否覆盖到位

等情况进行现场抽查。

各区水务工作者严阵以待，应

对寒潮考验。浦东新区供排水管理

事务中心组建了22支寒潮应急排

水保障队伍，深入排查设备管线，检

查防寒防冻物资储备等，保证第一

时间处置寒潮险情。为避免低气温

导致排水管道内油污结块引起的管

网堵塞、污水外溢等情况，浦东新区

供排水管理事务中心持续督导养护

单位加强管道养护疏通，并跨前处

置小区污水冒溢问题，排除寒冷天

气路面结冰隐患，保证排水设施安

全运行。

公交

“职工书屋”送温暖
浦东公交上南一分公司积极

应对寒潮。为防止依旧服务在营

运一线的16辆未到使用年限的

W7C柴油动力车型公交车因受冻

而“趴窝”，机务人员给车辆加注负

10号柴油。近几天凌晨，他们还前

往地处浦江镇鲁汇的停车场，将公

交车发动预热，确保车辆顺利出

场。待公交车结束一天营运进场

后，他们又顶风冒寒把每辆车的前

后门气管门阀、刹车总泵等存气排

放，避免相关管道受冻结冰。

昨晚，高青路停车场及浦东公

交上南一分公司办公区域突发停电

故障，不过相关工作人员并没有因

为停电而停工。停车场上、调度室

里、维修间里，他们仍坚守岗位，没

乱“阵脚”。没有电灯照明，他们就

点亮寒潮到来前准备的应急蜡烛，

在烛光下登记、调度。没有空调取

暖，分公司立即给调派室工作人员、

门卫、338夜宵车驾驶员等人送上

了暖宝贴等防寒保暖物品。与此同

时，他们配合着供电部门快速抢

修。直至用电故障修好，相应公交

线路依然按既定计划正常运营，满

足了市民乘车需求。

而让前往芦恒路公交枢纽站乘

车的乘客和附近环卫保洁员倍感温

暖的是，寒潮中，原本只面向公交职

工的“职工书屋”也向他们敞开了大

门。“职工书屋”里开着空调，暖意融

融。里面有各种书籍，还有微波炉

等设备。候车乘客可在这里取暖，

还可以取书阅读。环卫保洁员可把

带着的饭菜加热后再吃。

“这个暖心小屋的存在，让我们

感受了公交人员的善良和热心，在

寒冷的冬季感到了温暖，暖身又暖

心。”在此取暖的一些乘客与环卫保

洁员感激地说。

本报记者 罗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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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用暖过的湿棉球擦拭心电图导线贴片 邵怡霖 摄

寒潮袭来，申城气温徘徊在冰

点附近。极寒天气下，如何为肿瘤

患者的冬日就诊增添“温度”？复

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心电图检查

室、放射治疗中心治疗技师组的医

务工作者，用“小巧思”换来寒冬里

患者的“温暖”就医体验。

心电图室
恒温罐里的40℃湿棉球
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门

诊3楼的心电图检查室，医生娴熟

地从恒温罐里取出一两个蘸着纯

净水的40℃湿棉球，涂抹在心电图

设备导线的贴片上，并将贴片快速

放置在患者裸露的胸腹部、脚踝表

面，一会儿工夫，检查完成了。

在这看似“流水线”的操作过

程中，这一个个带有“温度”的无菌

棉球，是该院心电图室主任、联合1

党支部书记陈晨教授的“小巧思”。

“大冬天，将心电图导线贴片

直接和患者皮肤接触，会让患者产

生冰冷感，就医体验不好。”陈晨

说，心电图检查中，链接患者身体

与电脑的那根导线贴片，是必须用

液体为介质，确保图像清晰和完

整。贴片一直是用浸湿的无菌棉

球来涂抹后，再贴至患者皮肤表面

的。冬日里，为了让患者皮肤与贴

片接触的一瞬间没有冰冷感，科室

医师想了一个办法，在装满纯净水

的无菌棉球罐子上面，配一个加热

杯垫，应该能解决问题。

“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常规

加热杯垫会将罐子的温度加得很

高，有时超过了60℃。”陈晨说，过

烫的话，患者也会有不适感。随

后，医师们自己购买了一批可恒温

调控温度的加热杯垫，确保每个罐

子的温度控制在40℃左右，与人体

体温相近。暖过的无菌棉球擦拭

的贴片放在患者皮肤上，能让他们

感到一丝温暖。

放疗机房
治疗技师“跑”出来的温暖
昨晚，走进复旦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放疗机房候诊大厅，来自全国

各地的患者，正在排队等待放疗。

据统计，目前医院徐汇院区日放疗

患者有1100余人，浦东院区日放疗

患者有600余人。徐汇院区放疗机

器日均工作时长约22小时。

每个机房有两名放射治疗技

师值守，负责每位放疗患者的摆位

和治疗。小夏就是医院徐汇院区

放疗机房的一名放射治疗技师。

在走廊的热水取饮处，他拿着一个

热水袋接好热水后，小“跑”回到机

房控制室，将热水袋放在一个保温

塑料盒子中，并将一块“组织等效

补偿物”轻轻放在上面……

放射治疗中心治疗技师组组

长许青解释了“组织等效补偿物”

的作用，“这是用硅胶或聚苯乙烯

制成、密度近似人体组织的填充

物，长30厘米、宽30厘米、厚0.3厘

米。”许青介绍，在放疗过程中，射

线照射到人体之后，剂量的最高

点不在人体表面，而是位于体内

一定深度处。为确保射线剂量的

精准，有些照射部位比较表浅，诸

如乳腺癌全切术后需要照射胸壁

时，胸壁及皮肤的位置比较浅，所

受照的剂量可能不太够。为了提

高表浅部位的剂量，会在人体表

面放置一个物体，这个物体与人

体的组织密度相似，这样原本皮肤

的位置就成了皮下一定深度的区

域，就像给这个照射区域的身体部

位增加了一块“人体组织”，剂量随

之提了上来。

为避免直接将冰冷的“组织等

效补偿物”覆盖患者皮肤表面时造

成的体感冰冷及治疗体位的移动，

放射治疗中心治疗组医务人员想

到了一个简易又方便的方法。“我

们把每个机房的‘组织等效补偿

物’放在一个有热水袋热敷的保温

盒中，确保每次使用都能有热度，

给患者一些‘温暖’。”放射治疗中

心治疗技师组副组长陆维说。

如今，医院两个院区的13间放

疗机房都这么做。“冬日里，放在盒

子中的‘组织等效补偿物’因热水

袋变凉，渐渐失去热度。”许青统计

了一下，一天临床工作，每个房间

当班组的治疗技师至少要跑2次去

给热水袋接水，一天4个班，每个房

间就是8趟。医院两院区共有放疗

机房13间，一天下来，治疗技师为了

这份“温暖”，要“跑”100余次。

本报记者 左妍
通讯员 王懿辉 王广兆 邵怡霖

抗寒潮 保畅通 护民生 送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