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平路近江宁路武宁路桥和 曹杨路桥

浦东
预警跑在前 防患于未然
今天凌晨 0时 30分许，记者来到浦东

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大厅里灯火
通明，指挥长江志训正和十多名同事坚守

工位，紧盯前方大屏上的实时数据和信息，
并不时连线各街镇值班人员，询问最新情

况。为应对来势汹汹的寒潮，浦东的“城市
大脑”也进入“抗寒”模式，蓝色显示屏上，

与寒潮相关的各类信息一应俱全，一周天

气预报、灾情汇总、断水点位、全区地图、供
电量供水量数据以及实时滚动的 12345市

民服务热线工单，从左至右依次展开。
截至凌晨 1时许，系统显示，全区断水

单户、楼栋、小区数均为 0。在大屏右上角，

还单独列出了一块道路结冰信息。

据了解，浦东已在全区 30个路段设置

了道路结冰预警传感器，一旦路面出现结

冰迹象，传感器将自动报警，该点位也会
在屏幕上“翻红”，道路养护人员接到指令

后，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除冰；此外，如涉
及雨雪冰冻灾害的市民来电超过 30个/小

时，城运中心也将重点分析研判，并采取
相应对策。

据指挥长江志训介绍，浦东城运中心
作为“一网统管”的中枢神经，以大数据、物

联网技术为引领，形成了跨部门、跨层级、
跨区域的管理架构，为城市运行提供最真

实的“心跳”数据。

此次寒潮来临前，城运中心就参考过
往极寒天气曾引发的灾害记录，协调各部

门对重点区域加强防范；寒潮抵沪后，分布
在全区 1300多个村居的报灾信息员也会

定期巡查，随时“在线”，如遇水管冻裂、道
路结冰等灾害，力争在上报 2小时内处置

完毕，“让灾害预警跑在居民报修之前，我

们就能防患于未然，最大程度守护城市平
安。”江志训坦言道。

记者返程途中经过杨高中路杨源路口
时，发现一队道路养护工人正在公交站台

前的人行道上抛撒融雪剂，并铺上麻袋，防
止路面结冰。工人们表示，公交站点附近人

流密集，为避免乘客滑倒摔伤，他们从昨晚
9时起，对杨高中路沿线 8个公交站点前

的人行道实施防结冰作业，保障乘客候车

安全。

黄浦
助力“观管防” 还能“自己算”

凌晨 1时许，记者走进黄浦区城市运
行管理中心，一块 100平方米的大屏幕顿

时映入眼帘。

屏幕上瞬间切换到辖区各个街道值班

室的情况，工作人员们井然有序，责任到

人。“线上，我们能够在这样一块大屏上看
到情况；线下，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到现场

及时处理。”黄浦区城运中心受理监督科副
主任科员帅周杰表示，昨夜今晨，辖区内无

一起严寒导致的突发事故。
记者在大屏幕上看到，瑞金医院门口

已被铺上了草砖，撒上了工业盐，防止来往

病患摔倒、车辆打滑等状况发生。工作人员
表示，依托大数据分析，他们在辖区内排摸

出同类情况的道路，线下提早做好预案，线
上随时观察情况，做到心中有数。打开智慧

黄浦综合运营指挥中心，整个黄浦区的 3D

精模图尽收眼底。按照片区来划分，出现了

一张“热力图”，哪个街道“问题突出”？哪个街
道“做得最好”？一目了然。打开“事项辞典”，

点击“极端天气保障”，立即弹出“寒潮低温雨
雪冰冻天气防范应对”的界面。各职能部门

?线清晰、责任明确，让推诿成为不可能。

“漏水”“爆裂”“结冰”……在大屏另一
侧，数十个七彩颜色的“智能热搜词”横纵

排开，“后现代感”十足。这些关键词不仅排
列很“潮”，还很务实。每一个关键词都可以

点开，随后，子菜单详细地显示出近年来涉

及该关键词的案件数量、发生地点和典型
工单，让人“一手掌握”。“与其亡羊补牢，不

如防患未然。”在他看来，大屏既能观看，又
能助力管理，还能预防问题发生，自然让他

的回答变得“胸有成竹”。

徐汇
建算法工厂 加 “寒潮”标签

寒潮来袭，在恶劣天气里，徐汇区城运
中心紧急响应，通过车载视频叠加算法进

行智能化巡查，“一网统管”，建立了算法工
厂，对建筑物消防隐患、街头流浪人员、高

空坠物、树木倒伏、乱停车堵塞交通等情况

即时发现，快速处置。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应对本次“寒潮”，

徐汇区大数据中心特别在系统后台添加了
“寒潮”标签，只要市民提交有关“寒潮”的

案件，系统就会自动根据标签进行优先派
单处置。

昨天下午，市民李先生通过徐汇区独
有的“一网统管·汇治理”中的“随申拍”

功能，利用自己的手机终端拍下了位于
徐汇区罗香路 34 号附近的一处道路积

水。寒潮来临，此处积水极易结冰，会危
及行人安全。

案件上报后，徐汇区城运中心后台系

统第一时间根据案件的“寒潮”标签，自动
定位并派单至相关街道，案件流转至街道

后，网格员尽快对该案件进行了处置，清除
了此处积水。

记者昨晚来到徐汇城运中心，根据现

场工作人员的介绍，大屏上可以清晰地看
到“一梁四柱”的架构：“一梁”，指的是区级

层面统一的城运平台，旨在打造集专业研
判、高效协同、综合决策于一体的城市运维

“决策舱”。“四柱”，指的是大平安、大建管、
大市场、大民生四大城市治理领域的深化

应用，以数字化方式呈现城区全景。“终端

应用的精准高效，离不开强大的中台支
撑。”现场值班工作人员介绍道，徐汇在城

运平台中设置了三个中台：数据中台、AI
（算法）中台和业务中台。数据中台负责数

据的收集、清洗、整理，好比燃料供应。AI

中台负责构建算法模型，对数据进行加工

分析，好比动力引擎。业务中台负责将计算
结果与具体场景结合在一起，好比传送系

统。三个中台相互配合，展现了城运平台面

对寒潮等极端天气时的硬核实力。

    “霸王级”寒潮来势汹汹，申城

开启速冻模式，迎来 2020年最低
温。在这场极寒中，“一网统管”守护

着上海平稳运行。从水管爆裂、广告
牌摇晃、高空坠物、树木倒伏，到居

家养老、社会救助等，“一网统管”发
挥着重要作用。寒潮里，这座城市

“体贴”又“聪明”。

体 贴

半小时为走失女
童找到妈妈
昨天下午 4时，家住嘉定区临

夏路的熊女士出门去接大女儿放

学，将年仅 3岁的小女儿独自留在
家中。小女儿多时不见妈妈，出门找

寻，谁知竟在小区内迷了路，在路边
放声大哭起来。

这时有个顺丰快递小哥发现

了她，又恰巧网格志愿者刘阿姨正
在挨家挨户通知居民注意防寒防

冻，听见哭声便循声而去，两人一
起将小女孩抱至富友社区网格城

运工作站。
工作站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后，紧急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一方
面依托“一网统管”技术支撑，通过

公共区域视频监控等调阅女孩行

经路线，一方面通过警民联系群发
动其他志愿者力量查找。很快，工

作人员就找到了熊女士的联系方
式———从发现女童，到母女相见，

整个过程不到半个小时。
“一网统管”，让寒潮里的城市

更“体贴”。

“菜准备了多少？家里水管包好
没有？”在普陀区，“一网统管”为辖

区内居民都建立了民生档案，可以精准识别出易受寒潮影
响的重点人群。居委干部的手机上会收到相应推送，他们每

天关注重点人群生活情况，上门查看水管、取暖等防寒措
施，帮忙排除隐患。

寒潮来前，虹口区则通过大数据化为小区“体检”，从房
屋建造年代、设施设备使用情况、市民诉求等角度，精准识

别居民小区的“健康度”，预判风险，保障居民生活。

聪 明

大数据让处置“跑”在报修前
在黄浦区，“速冻”广告牌的安全监测也接入“一网统

管”，已实现南京路步行街店招店牌全覆盖。通过十余种智能

物联传感设备，包括倾角、振动、位移、温度、湿度、气压等传感
器，可以实现针对店招店牌的角度、振动幅度和频率、微小位

移量、局部温湿度、高度等多种数据指标的实时采集和传输。
南京东路目前招牌数量 120个，设备数量 200台，每天产生

的数据记录约 56000?。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建设“智慧供水平台”，通过 533台
流量仪、277个在线压力点、98个在线水质点进行管网运行

监控，实时感知水压升高、水流减速等疑似水管结冰隐患风
险，让告警跑在居民报修之前，更快速发现、精准处置。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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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智慧大脑”守护申城平安

本报记者 房浩 王军 徐驰 陆常青

    昨夜今晨，寒潮如约而至，飞舞的雪花，伴着凛冽
寒风，让申城开启了速冻模式。 面对极寒考验，全市各
部门严阵以待，防患于未然，全力确保城市运行平稳有
序。截至今天中午，上海未报告寒潮引发的重大灾害事
故。一夜平安背后，“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域”的“城市
大脑”功不可没。 今天凌晨，气温降至 0?以下，记者?
赴浦东、黄浦、徐汇三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直击抗寒
一线，看“一网统管”的“智慧上海”如何守护一城平安。

    从历年的雨雪冰冻天气大数据来看，

武宁路桥和曹杨路桥是普陀区主要的结冰
点。每年的寒潮来袭，两座桥都考验着城

市运营者的治理能力和智慧。面对 20年一
遇的寒潮来袭，昨夜今晨两座桥处置及时，

应对有序，依靠的就是两座桥安装的“城市
大脑”物联感知应用“神器”。

昨天下午 5时左右，在普陀区城运中
心设施科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在武宁

路桥桥面上看到了两只形似白色插座的装
置。这就是“一网统管”城运系统 2.0大数

据在武宁路桥安装的两个路面温感智能识
别设备，同样的设备在曹杨路桥上也有两

个。这种新的物联感知应用“神器”正在普

陀区应用试点，今后将出现在普陀区，甚至
全市更多路面和桥面上。

昨晚 8时 28分，在“一网统管”普陀区
城运中心的大屏上，路面温感智能识别设备

发出低温报警，政务微信“物联处置”同时向
市政建设养护应急力量自动发送了“武宁路

桥北坡发生路面结冰预警，当前路面温度

1.9℃，请关注并安排力量巡视处置。”
晚 8时 50分，“物联处置”向市政建设

养护应急力量再次自动发送了“武宁路桥
北坡发生路面结冰预警，当前路面温度

1.8℃，请关注并安排力量巡视处置。”路面
结冰趋势明显！依靠各种物联感知元，“一

网统管”城运系统 2.0大数据真正起到更

好地研判、指挥的“城市大脑”精准施策、高
效处置作用。

晚 9时 30分，路政养护人员接到普陀
区城运中心派单赶到武宁路桥现场。两部

作业车，12名养护人员立刻在武宁路桥现
场开展作业，排除路面积水，并洒工业盐防

止路面结冰打滑。直到晚上 11时，路政养
护人员仍坚守在桥面，对武宁路桥人行道、

爬梯等处撒工业盐 6包，帮助车行道及非
机动车道及时除冰。现场养护人员将固守

现场至第二天上午寒潮结束，让桥面“冰
点”不再结冰。 本报记者 王军

感知神器 能知温
昔日冰点 早化解

    昨晚 10时许，记者在 12345市民服务热

线值守。记者在查阅工单时发现，23张相同诉
求的工单直指同一个小区：武威东路 478弄颐

和华城四期雅诗蓝郡。居民反映，小区已经连续
2天停水，他们苦不堪言。

记者立即出发前往现场。雪夜，高架畅通，
19分钟后，记者抵达了停水小区。随后在现场

目击一场耗时 5个多小时的“抢修”。

记者来到位于武威东路 478弄的颐和华城
四期雅诗蓝郡小区后，焦急的居民们已经等在

了门口。一些市民拎着两只塑料桶，来到物业提
供的临时取水处。不过，这里的水压过小，且靠

近垃圾箱房，环境恶劣。一些居民抱怨连连：“停
水已经两天了，我们都只能到外面去洗澡！”

在居民们和物业经理的叙述后，记者了解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12月 28日晚上，小区就开
始陆续停水。物业获悉情况后，前往维修，但始终

没有修好。昨天，物业请城投水务前来排查修理。
记者跟随城投水务工作人员来到小区进

水泵附近。工作人员首先用抽水机，将从进水
泵附近水管漏出的积水抽出。此时已是凌晨 0

时许，气温低至 0℃，天空飘着雪花。一会儿后，

进水泵附近的积水已初步被抽干，工人们开始
用铁锹奋力挖泥，查找漏点。

今天凌晨 1时许，气温降至-1℃，城投水务
派遣一辆供水车驶入小区，供居民应急用水。

1时 16分，经过持续不断地挖掘，工人们
挖到了进水管附近，发现泵房出水管的弯头螺

丝断了，管壁上也有裂缝，漏水的原因找到了。
2时 11分，城投水务方面阀门和卡箍调配

到位。

2时 39分，工作人员来到小区地下室，经
查勘，地下泵房里的蓝色出水阀门也出现松

动，立即更换了新的蝴蝶阀。

4时 10分，气温进一步下降，地下泵房的

阀门设备等全部更新完毕，出水管也更换了新
阀门并卡箍到位。

4时 55分，气温：-4℃。室外体感十分寒冷，
哈口气，都能够看到明显的“白烟”。工人师傅们

趟着水，完成了对水管接口处的电焊加固。
5时 40分，气温：-5℃。问题完全解决，小

区全面恢复正常供水。

至此，这场历时 5个多小时的“抢修”终于
落幕。此时，工人师傅的工作服、裤腿上都沾满

了污泥。
今天上午，小区居民们一觉睡醒，家里的

龙头里又哗哗地流出了自来水。“终于有水
了！”居民顾先生欣喜地叫醒了老伴，老两口表

示，经历一天一夜的“煎熬”，原本担心今天情
况依旧，没想到，一大早问题已得到解决。

城投水务普陀所管网科副科长顾隽毅提
醒，为了小区居民的正常用水，物业部门需加

强定期泵房巡检，如需帮助，可随时拨打市供
水热线求助。 本报记者 徐驰 钱俊毅

连续2?停水 5?时雪夜抢修

516户居民今晨恢复供水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寒潮夜袭，

在梦中沉睡的市民不一定知道，昨晚的
昌平路近江宁路处，曾经爆过一根水管。

记者现场采访获悉，此处水管爆裂后，城

投水务启动紧急预案已连夜抢修，初步
预计明天早高峰时可以通行小车。

昨天深夜，记者赶到爆管现场时，

道路中央已挖开一个三米左右宽、六

米左右长、两米左右深的坑，裸露水管
的一侧，爆裂口已无水外流，但因管内

管外温差较大，正冒出股股“热气”。深
坑四周，围布多功能指挥车、挖土机、

发电机、电焊机等各式施工机器，有的
挖土，有的装土，有的发电。寒冷的空

气中，应急灯光下，忙碌的施工人员喘
出的热气，同爆裂口的“热气”一样，清

晰可见。
正在现场的黄浦区供水管理所副所

长汪巍介绍说，水管于昨晚 9时许爆裂，
启动紧急预案后，市水务局、市供水处等

相关方面负责人迅速赶到了现场。现场抢

修人员在及时关闭附近进水阀门、开启移
动泵车排水的同时，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

和水压监测情况，迅速锁定了爆管位置，
之后，随着地下管线情况快速查清，挖土

机就开始破路作业。
“冷吗？”凛冽寒风中，记者问一位叫

王根富的工人，他呵呵一笑：“干活哪知道

冷”。王根富说，当挖土机挖到水管附近
时，他和其他工人就开始用锹和铲挖，为

了早点把水管修好，中间基本没停过。说

完，他又拿起焊枪，头也不回地就开始干

活了。
据了解，该处水管因气温骤降与管道

自身热胀冷缩所致。由于附近水管已成

网状，在爆管后的紧急处置中，已利用其
它水管向附近用户恢复供水。对于开挖

的路面，抢修人员表示，他们将争分夺秒

施工，今天完成覆土，明天早高峰就可
恢复小车通行。

水管爆裂连夜抢修
预计明早通行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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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来袭平稳有序 “一网统管”经受考验

颐和华城四期雅诗蓝郡

■ 今晨 6时 35?， 外滩观景平台上雨夹雪后

积起薄冰，环卫工人紧急除冰防滑 杨建正 摄
■ 今晨 0时 06?，南浦大桥中央监控室内，工作

人员通宵值守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 今晨 0时 45?， 宝山区路政养护人员在蕰川

公路撒盐除冰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水管抢修中

本报记者 徐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