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霸王级”寒潮降临，“菜篮子”稳

不稳？上海农业生产如何安全“过冬”、
确保供应？记者昨天来到农业大镇松

江叶榭的田间地头，直击蔬菜生产保
障现场。

小番茄苗“盖被子”

“呼啦啦———”白色薄膜从大棚
这头一直拉到那头，绵延近百米。上

午 10时，上海家绿蔬菜专业合作社
彩虹农场里，农民们正忙着为小番茄

苗“盖被子”。大棚里，幼嫩的小番茄
苗整齐排列，两侧的土壤里插着两根

细竹条，撑起一个个三角形，把“被

子”固定住。薄膜的前后两头还要压
上石头土块，防止被风吹落。

“寒潮要来了，我们整个星期都
在忙着加盖。”家绿合作社负责人张

春辉告诉记者，这片彩虹农场占地约

376 亩，目前主要种植草莓与小番

茄，光是小番茄的大棚就有 180个。
为了抵御“霸王级寒潮”，大棚里“装

备”升级，薄膜加盖了 4-5层，“希望
等寒潮来的时候，大棚里的温度能保

持在 5℃以上。”下午，张春辉又匆匆
赶往自家的另一片生态农场，再为红

美人柑橘“添衣加被”。

露地青菜“住新房”

“这些露地青菜都有在抢收吧？”
“有呢！能采的都先采了，这几天

每天能收 100筐，每筐大约 10公斤。”

上午 11时，在上海松丰蔬果专业
合作社张泽基地，记者遇到了松江区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蔬菜相关负责人唐
纪华。这几天，他与同事们兵分几路，

实地查看各个蔬菜基地，开展防冻措
施田间技术指导。微信群里，蔬菜低温

冻害防御措施也及时科普交流。

张泽基地今年种植约 100 亩绿
叶菜，有一部分是露地蔬菜，仅有空

荡荡的大棚架子。基地的策略是一边
抢收、一边盖膜，让露地菜也“住新

房”。午前，负责人李国兵正赶在寒潮
来临前，组织人手将最后的薄膜盖

上，“风大了，膜就盖不住了”。

“松江现有市级绿叶菜核心基地
25家。目前全区大棚种植绿叶菜约

2500亩，露地种植有约 3500-4000

亩。露地菜风险最大，一下雨冰冻，
就容易死亡。”唐纪华告诉记者，“冰

冻蔬菜”和市民喜爱的“霜打蔬菜”
不同，前者要等冰雪融化后才能采

收，而且极易断裂毁坏，?法食用。
“一般是大棚里的菜先收，让露地菜

慢慢长。现在遇到寒潮，我们倒过

来，成熟的、能采收的露地菜先抢收，

大棚蔬菜适当控制、逐步供应，起到

保障作用。”

地产蔬菜供应有保障
为应对寒潮，上海市农委日前下

发通知，要求各区做好农业生产防冻

保暖工作，确保节日期间蔬菜瓜果、
畜产品、水产品等鲜活农产品的市场

供应。

据悉，近期上海地产蔬菜产销
总体平稳，以青菜为主的绿叶菜数

量充足，价格保持基本稳定。据统
计，目前地产蔬菜在田面积 34.3 万

亩，其中绿叶菜在田面积 18.2 万
亩；日均上市量 6500 吨左右，其中

绿叶菜 3500 吨左右。据定点监测，

12 月青菜田头交易均价 1.9 元/?
克。预计元旦、春节前后地产蔬菜供

应有保障。 本报记者 杨洁

沪郊农技人员微信群里发布防冻妙招

边抢收边给蔬菜盖“被子”

 风雪中寻找露宿街头者

    ?报讯（记者 夏韵）昨晚，今冬首个

寒潮来袭。上海市区两级民政、公安、城
管、卫健等部门全面启动气象预警联动机

制，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工作。12

月 29日起，加大街面巡查力度、巡查频

率、巡查覆盖面，及时救助露宿街头、生活
?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引导他们自愿到救

助机构接受救助。

昨晚，巡查督导队来到铁路上海南
站、黄浦区部分路段，对个别露宿街头的

流浪乞讨人员，工作人员积极劝导，将其
送往就近的救助管理机构。对个别坚持不

愿前往救助管理机构的，则当场送上热
水、方便面、棉被等，并留下印有救助站地

址、电话的服务卡。
在铁路上海南站，记者看到，候车室

专门开辟了临时避寒处，室内开水、食品、
棉被等基本物资齐全。一名滞留人员告诉

记者，平时他一顿饭就吃几块钱的包子果
腹，现在晚饭吃上了热腾腾的泡面。

昨晚 10时半，记者跟随巡查督导队
来到黄浦区宁海东路附近的一个街心花

园。风雪交加中，有两名老伯半躺在花园
内的石凳上，准备露宿于此。经救助人员

上前劝导，两人同意前往黄浦区救助站过
夜，其中一名老人还换上了保温的棉鞋。

记者了解到，在寒潮到来前夕，上海
市区两级 18家救助管理机构均已设立了

流浪乞讨人员的临时避寒场所，并储备了
充足的御寒物品与防疫用品。救助站 24

小时值守接待，全天候提供免费餐饮、洗
浴、住宿等服务，确保受助人员吃饱穿暖，

获得必要医疗。对于露宿街头的失智老

人、精神障碍者、危重病人、未成年人流浪
人员等，有关部门明确作保护性救助。

?报讯 （记者 孙云）昨晚 7时，杨

浦区公安、民政、城管等部门联合开展“寒

夜救助”行动，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晚上 9

时 50分，巡查人员在世界路市光路口的
一个公共电话亭里，看见一名在寒风中瑟

瑟发抖的流浪汉，冒雨将其送进杨浦区救
助管理站安顿下来。

与此同时，救助站工作人员又听说一
个好消息，几天前成功帮助寻亲的一名老

奶奶已返回老家，精神恢复得很好。

第一次找到这名老奶奶，是在 6月的
一天。当时，杨浦区救助管理站接到群众

反映，一名老奶奶长期在四平路彰武路口
露宿，工作人员发现其有认知障碍。12月

初，救助队员给老人送救济品时，被路人
拍摄并发上网，恰好被她远在安徽老家的

儿媳小潘的同事看见，觉得与小潘走失的
婆婆有些相似，便把视频转发给小潘。

小潘看见视频中的老人头发花白，穿
着破旧的衣服，坐在上海街头，含混不清

地说“我的身份证在上海丢掉了，我想回
家去补。没钱不能回家……我想回家”，一

眼就认出正是自己的婆婆！马上通知丈夫

及其两个兄弟，一家人在 12月 24日开车
赶到上海认亲。

原来，今年 71岁的这位老太，在上世
纪 90年代初孤身来到上海做钟点工，后来

以拾荒为生。6年前，给二儿子打了最后一
个电话后，她便再也没联系过家人。三兄弟

不断寻找母亲，直到看到视频，才找到她。

昨天，寒潮到来，工作人员联系老人
子女后得知她精神很好，家乡政府部门正

在为她落实户籍等一些后续问题。
其实，在这次寒潮到来前的救助行动

中，中山北二路高架桥下绿化带里，一名
在此露宿至少 10年的男子也终于认亲回

家了。过去 10年，男子虽接受过几十次救
助，却始终拒绝进站，经不懈努力，才终于

在最近将他接入站里，解开了他的心结，
让他愿意跟着从家乡赶来的弟弟返乡。

昨晚，寒风冷冽，雨雪淅沥。巡查人员
先后走访多处，看到那些不为人们注意的

隐蔽角落空荡荡的不见人影，觉得这就是
最好的“收获”。

    ?报讯 （首席记

者 宋宁华）“寒流来
了，请大家注意防寒保

暖，关好门窗……”昨
天下午，面对来袭的寒

流，记者在浦东新区的
部分社区看到，社区干

部志愿者们早就严阵

以待，“小喇叭”们在社
区里巡回广播，将暖意

送到家家户户。
下午时分，寒流伴

着雨水一起降临。记者
在唐镇金枫居民区华

昌小区看到，在小区入
口处，搭起了一个临时

的棚子，里面摆放着应
对寒流的各种物资，包

括矿泉水、路锥、草包、
工业盐、除雪机器、扫

把等。
金枫居民区书记

刘强告诉记者，2016
年上海也曾遭遇过一

次寒流，因为是老小
区，很多水管没有“扛”

住，一度断水好几天，
“这次听说寒流要来，早早就忙了起

来。”矿泉水是为了防止断水给居民准
备的；草包是为了道路积雪准备的，工

业盐是为了融雪，平时难得见到的除
雪机器则是物业提供的。记者跟随刘

强爬上一幢房屋的最高一层，只见所

有的水管都包上了厚实的“外套”，防
止严寒天气水管爆裂。

在特殊的时候，高龄老人等弱势
群体尤其需要特别的关爱。刘强和社

区志愿者们一起来到 93岁的老人程
菊仙家中，为她送上社区干部们编制

的绒线帽，并叮嘱老人：“天气冷了，这
几天不要外出了。”老人连连感谢，“谢

谢你们总是想着我。”
面对寒流，浦东新区塘桥养护院

里也是暖意融融。“我们开通了 5G?
线网络，让老人和家属可以随时开启

流畅的网络视频聊天，缓解老人焦虑
情绪。”养护院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遍布院内公共区域、与市区智慧养老
数据平台联网的摄像探头和烟感设

备，实时监控，确保给老人提供一个安
全、温暖的居住环境。同时，护理员等

还特别关注患有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

老人，通过智能床垫和手环，实时监测

老人的生命体征数据，做到第一时间
发现病情、第一时间送医治疗。
据了解，为了做好寒流应对工作，

塘桥街道组织了由 20人组成的应急

维修人员抢修队伍，24 小时应急值
守，随时应对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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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上海南站开辟临时避

寒处，提供泡面、棉被等物资

■ 黄浦区宁海东路附近的街心花园，救助人员为

露宿老人披上棉衣，并将其送往黄浦区救助站

本报记者 夏韵 孙中钦 摄影报道

全市 18家救助机构昨夜开展紧急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