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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潮来袭，市民菜篮子拎得稳不

稳，关键在于货架上的绿叶菜多不多。
零点时分，记者在联华超市江桥物流仓

库，目睹一筐筐大白菜、菠菜、油麦菜等
绿叶菜装车，跟着生鲜物流车，被送进

了世纪联华（西郊百联店）。早上 8?00开
门前，这批新鲜蔬果被整整齐齐地摆放

在货架上，等待着前来采购的消费者。

昨天 22∶30，中转大仓，灯火通明，
楚凯和刘敏正往车上搬运蔬果，世纪

联华的西郊百联店和新村路店的生鲜
食品，每天都由他们配送。两人既是夫

妻也是同事，每晚此时，都是最忙碌的
时候。

“昨天工作群里就发了寒潮的消
息，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多穿衣

服。”楚凯说，他已经检查过车况，并给
水箱加了防冻液。但两人的衣服却没有

多穿，分别是短款呢大衣和摇粒绒棉
衣，再罩上薄薄的工作背心。

“他们这一车蔬果有 3吨多，全靠
人工搬上搬下，一动就出汗。”联华超市

物流公司副总经理卓卫青一点不意外，

他告诉记者，从 21∶30到第二天 03∶00，

约 80辆物流车会满载着生鲜食品，陆
续出发，赶在 6∶00前，配送到上海及江

苏的联华超市。
23∶07，在漫天飞雪中，楚凯夫妇开

着车出发了。因为雪天路滑，他开得有
点慢，导航显示 18分钟可以到达的路

程，直到 23∶40才抵达世纪联华西郊百

联店。在收货区，生鲜经理王旭和他的
同事已经在等候。

“寒潮来了，所以从昨天开始我们
就加大了蔬果订货量，今天来了 2吨不

到一点，是平日的两倍多。”王旭说，再
加上周三是联华超市的生鲜日，线上下

单享受 8折优惠，必须备货充足。“尽管
气温降低，但超市里的蔬菜价格基本没

变，今天还有大白菜的限时特价，0.59
元一斤，所以订了 900多公斤。”

一口气抱起近 30公斤一袋的大白
菜，再慢慢放在仓板上，刘敏用液压车

把一板又一板的蔬果推进收货区，终于
在 0∶30完成了这家店的配送。无暇赏

雪，下一站是新村路。

零点零度
上海温度

    0∶40，宝山气象台外的国家气象基本站实时气温已

经跌至 0℃。整个城市早已进入梦乡，但对今天值班的高
空探测搭档———宝山气象台副台长李用宇和高空首席

夏卫祖来说，这寒冬的夜依然令人清醒。今天，李用宇是
主班，负责校准探空仪，同时跟踪气球上天后的数据，夏

卫祖是副班，负责充气球、升气球、放气球。李用宇说：
“宝山台是上海唯一的国家气象基本站和高空气象探测

站，它的基本气象探测资料要代表中国上海参与国际、

国内气象资料交换。1∶15、7∶15、19∶15，一天三只探空气
球，365天一天都不能少。”

0∶55，气温还在继续下跌，站点气温只有-0.2℃。
夏卫祖从值班室里出来，穿过观测场，拉开了气球室的

铁门。气球室里没有空调，气温和室外相差无几。夏卫
祖冷得缩了缩肩膀，取出探空气球，平铺在地面上，随

后，装上打气口，拧开墙上的氢气阀门，并给气球顺了
顺方向。20秒后，气球逐渐成形。一边观察着气球的变

化，一边调节氢气阀门的大小。不到 3分钟，300克重

的探空气球就打足了气，直径有近 1.5米。自 1989年
到宝山气象台工作，夏卫祖已经放了 31年探空气球

了，如今，他整套打气流程行云流水，没有一个废动作。
“给气球充气并不是最难的，释放气球的那一瞬间

才既讲技巧又讲体力。”夏卫祖说，寒潮带来的冷并不

棘手，最怕的还是刮风。1∶10，室外突然一阵北风呼啸，
瞬时风力达到了每秒 11米，相当于 6级大风。举着气

球准备释放的夏卫祖一出室外就被风吹着跑，气球也
被吹得变了形。包括李用宇在内的值班同事们都跑到

观测场上，帮夏卫祖护球。“风雨过猛，气球有可能爆
炸；风力太小，气球不容易升空。站在什么地方、朝着什

么方向，松手前一秒要立即根据经验作出判断。”夏卫

祖一边说，一边调整着气球的方向，1∶15，终于让带着
测风仪的气球顺利地飞上天空。

这边夏卫祖把气球刚放上天，还在搓着冻僵的手
指，那边李用宇赶紧跑回值班室，打开电脑上的雷达

追踪捕捉探空气球的实时定位，检查气球携带的仪器

数据是否成功传输。1∶30，气球已经乘风飞到 6000米
高空。“整个升空过程都需要监控，以便及时用雷达捕

捉信号，及时了解仪器设备的工作状态。”2∶08，气球终
于在 20747米的高空炸裂，李用宇也松了口气。“每次

放飞气球就如同在为城市气象‘搭脉’，气球升到 2万
到 3万米高空过程中，搭载的仪器会实时收集每个等

压面的温度、湿度、风向等气象数据，为天气预报提供
依据。因此，每个气球都马虎不得。”

    0∶00，手机闹钟铃声响起，古北物业工程部龙杨立

即进入紧张的工作状态。他拉好冲锋衣的拉链，拿着一
本绿色文件夹，和保安部姚宇峰开始一项特别的任

务———防冻巡查。
气温暴跌，每栋居民楼天台上的水箱显得有些“娇

弱”，是防冻巡查的重点部位。乘坐电梯到达 41单元住

宅楼的顶楼，龙杨拿出手机对着门禁刷了一下，“嘀”的
一声，通往天台的玻璃门应声而开。飕飕寒风迎面吹

来，龙杨侧着身、拉紧衣领，走向天台。午夜零点，没有
任何遮挡的天台，气温比地面要低两三度。龙杨用手摸
一下水箱体，发现掌心有亮晶晶的小硬块。“这是冰花，

已经开始结冰了。”龙杨对同伴说道。

打开水箱增压泵的机箱门，龙杨拧了拧放气阀，有
水珠冒出；摸一摸泵体和外层海绵，没有温差；用手电

筒照了照水箱压力表，指针定格在 0.2兆帕，处于正常

运作区间内。位于水箱另一侧的电动阀已经提前被包
裹了两层厚厚的保温棉，龙杨伸出食指，按了按电动阀

的接口处，手指干燥。龙杨解释道：“这说明电动阀接口
处没有漏水、没有积水，冻结的可能性不大。”几项检查

任务完成后，龙杨在检查表上打了一个大大的钩，准备
去下一幢居民楼的天台。小区有 33幢居民楼，33个水

箱。夜间温差大，他们特意增加防冻巡查频次，上半夜

一次，下半夜一次。
小区有 4个出口，通道处均已堆放好麻袋、工业盐

等防冻物资。一旦出入口出现积雪、积冰，会有人立即处
理。三十出头的姚宇峰已是物业行业的一名“老兵”，和

前几年相比，遇到极端天气，他们都有底，早早备足了防
冻物资，除雪、防冻等措施已经反复演练过很多次。

    “辛苦侬了！”0∶00，福州路 384弄某

号的居民老张，送别电力维修工时，连
说了四句“辛苦侬”后，又连说了四句

“谢谢侬”。
昨天 23∶30，位于广东路 414弄 21

号的市区供电公司一维修点内，维修工
姜菊峰突然接到了电力热线 95598 转

来的一个工单：福州路 384弄某号一居

民家突然没电了，需急修。这个电话就
是老张打的。

接到工单，姜菊峰马上提起 20斤
重的工具箱出发了，身后跟着同伴张国

栋。15分钟左右，他们就到了住在五楼
的老张家门口。“我前面开空调时，不知

道怎么回事，电突然没了。”见到姜菊峰

和张国栋，老张像遇到了救星一般，姜

菊峰和张国栋喘着气，来不及多说便打
开了电表箱。“空气开关不行了。”初步

判断后，他们打开工具箱，换上新的空
气开关，让老张再试试看。

灯亮的那一刻，老张眼睛放光，“这
么冷的天，有电心就定了。”从报修到修

好，只用了半小时左右，“我原来以为，

至少要等一个小时，没想到这么快。”
姜菊峰告诉记者，为了尽可能让用

户少等，他们都是一接单就出发，从接
单到上门，一般 15分钟左右。为了不

“误点”，即使吃饭时接到工单，也会急
忙放下饭碗；深夜值班时，确保一人不

睡，其他人即使睡觉，也是和衣而睡。

    0∶00，横跨苏州河的泸定路桥

上，纷纷扬扬的雪花终于小了些。林
建军将手伸进一袋融雪剂中，使劲

想把结成一大块的融雪剂掰碎。严
寒中，融雪剂也似乎冷得“抱成一

团”，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敲
碎掰开。

林建军和同事焦明武将融雪剂

撒向地面，一捧又一捧，仔细均匀地
撒在非机动车道正中央。余贺凯和

唐威淘则紧跟在他们身后，将一只
只草编袋铺在靠近上街沿的路边，

边铺边细心地用脚踩实排紧。而这
支队伍的最前头，则是一辆道路清

扫车和两位手持扫把的清扫工。到
了 1时许，记者脚底已如同踩进冰

窟，师傅们却还在紧张地忙碌着。
这支 8人应急小分队，来自上

海高洁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清道
一班。从昨天下午起，应急队伍已集

结待命并开始“接单”。深夜，应急队
伍带上 200多只草编袋和几大袋融

雪剂，来到泸定路桥、古北路桥和强

家角桥三座大桥，开展清道、清运、

应急维修等工作。
50把铲雪板、420把铁锹、数百个草包和

麻袋……记者看到，应急物资表上物料准备充
足。“融雪剂就是俗称的工业盐，道路结冰积

雪前后撒在地上，可以有效化冰，一般撒在道
路正中。草编袋一般铺在路边，因为路中央的

水会朝两边流，容易积水结冰。”班长陈豪杰

说，“我们已调集应急队伍近 20人，连续 3天
24小时待命。重点针对保洁区域中的三座大

桥和其他路段启动雨雪冰冻天气应急预案。”
自从 2008年入行以来，这是陈豪杰第三

次遇到极寒天气，也是首次在短时间内经历
“速冻”。他说，应急队伍中的很多师傅都住得

挺远的，最远的上班要骑一个多小时电动车，
很不容易。为了让师傅们“天冷心不冷”，公司

特地采购了姜茶、方便面、卤蛋、暖宝宝、足底
贴等，上岗前已发放给每个人。

    一辆 120救护车稳稳地停在上海市儿童医院急诊大楼前，一名女婴被送入急

诊。出生 6天，高胆红素血症，治疗效果不好，女婴出生的医院建议立即转入专科医
院。风雪之夜，值班的急诊医生李洁将她收治入院。

0∶00，记者在儿童医院急诊大厅看到，和往年早就到来的就诊高峰相比，今年的
急诊大厅显得有些“冷清”———不见了黑压压的人头，也不见了蜿蜒的队伍。和在室

外“刮刮抖”不同，急诊大厅暖如春，但也不觉得闷热。
“因疫情缘故，人员流动性减少，大家防护也做得比较好，孩子们大多接种了流

感疫苗，所以今年流感检出率比往年低很多。因呼吸道疾病、过敏来急诊的孩子人数

也下降了。”罗晓娜医生说，今天凌晨的就诊人数比昨天同时段也有所减少。
1岁的阳阳（化名）高烧，咳嗽有痰，已治疗 3天。妈妈发现他拉肚子了。“昨天拉

了 5次，今天拉了 6次。喝奶之后还吐了，还是带他来医院给医生看看。”李洁仔细问
了孩子的症状，开具了化验单。妈妈告诉记者：“晚上人并不多，可能是天冷了大家都

不想出门。我们等了 20分钟，化验、看病都比较方便，医生也很耐心。”
6岁的昊昊因发热惊厥而留观了。罗晓娜说，最近，因气温变化较大，发烧、呕

吐、腹泻的患儿比较多。“寒潮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经历今明两天的‘寒潮’洗礼，
估计会有一波就诊高峰。”

据悉，为应对寒潮，医院做好了充分准备，增援人手以保障患者就医需求。同时，
保障部门对重点设施及区域做好保温措施，保证空调和水系统在低温期间持续开

机、运行，并做好道路防滑物资的储备，让患儿和家属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温暖服务。

    0∶50，在轨交 9号线佘山站，雪花渐消，气温却愈发寒冷，行车调度在确认本区

段内没有列车经过后，1名值班站长、2名站务员、2名值班员、2名地铁维保人员和
9名公务人员开始地面和道岔养护工作。

穿好反光背心、裹上厚厚羽绒服的吴陆梅是今晚的车站设备值班员，为确保第
二天地铁站能正常进出不结冰，她和同事们在出入口台阶处和无障碍通道处抛洒盐

粒，舀起一勺就用力向远处的地面积水抛洒，既快速又均匀。

1∶00的地铁道岔上，寒风吹得人耳朵生疼，吴陆梅朝双手哈了口气，开始拿着铲
子清除钢轨上的油污。只见 16个转辙机的外壳均已结上一层薄冰，随着钢轨上的结

冰现象不断增加，众人加快了“除冰”速度。今晚的重中之重是为站区内的 8副道岔
涂上防冻油，早高峰 1分 50秒的行车间隔全靠佘山站内列车直接在道岔处折返，一

旦结冰，将影响车辆运营。
“佘山站的高峰客流量能在全市地铁站排前十，边上有米兰诺贵都、佘北家园等

十几个大型社区。5公里内的居民都在这里乘坐地铁通勤。”值班站长杨桂兰说，“结
束道岔养护之后，车站值班人员将每半小时检查一次道岔运行和安全门开关情况，

在 4∶00的巡道车出来前后一小时，每 15分钟再检查一次。”

直到 6∶01，首班车开始营运，值班人员才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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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淞沪路—三门路下立交工程施工现场仍在

加紧作业。20多名工人、两三辆工程车正在将水泥灌
注到基坑底部。“这是为了加固基坑坑底。”隧道股份

上海路桥淞沪路—三门路下立交工程项目副经理刘
飞告诉记者，施工的路面下方，以后就是淞沪路—三

门路地道主线的一部分。
纷飞的雨雪天，大风在耳边呼呼地吹，路面开始

有些湿滑泥泞，这让刘飞有些担心，不时提醒作业工

作人员要注意这注意那。

“降温不怕，还是担心风
大。”刘飞说，由于当天晚

上风实在太大，一些原定
的工序进行了临时调整，

主要是担心会对设备造成
影响，降低施工精度。

作为一项民生重大

工程，淞沪路—三门路下
立交工程将整体提升江

湾、五角场地区的交通。
由于施工位置在轨交 10

号线的正上方，为了减少
对地铁运营的影响，施工

时间只能在 23∶30到第二
天凌晨 4∶00。“整个工程

工期很紧张，所以只能让工人加紧赶。”刘飞告诉记

者，工程先要结构贯通，之后再进行机电设备安装、
监控、绿化等附属工程施工，预计明年三季度可以实

现竣工通车。
时间一分一秒走过，温度也在一点一点下降。半个

多小时后，工地食堂为加班的建设者们送来了羊肉汤
和饼。一位工人站在雪中，喝着汤嘀咕道：“羊肉汤，好

喝又暖身。”

淞沪路-?门

路下立交工程
施工现场

为民生工程
“抢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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