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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夜今晨，记者在宝山徒步于寒风中，身体的不适暗

暗告诉自己：“走快点?”但记者所跟随的宝山区“三合一”
联动救助小组是不能随便“快”的，他们实地巡查，尽可能

帮助街头露宿人员。“不遗漏，是我们最大的要求。”区救助
管理站副站长杨勇峰说。

巡查就怕“挂一漏万”

民政救助考验的是耐力与细心。早在寒潮来临前，宝
山区民政、公安、城管等部门就将救助站的避寒安置措施

安排到位。记者从区救助站出发时，特意用温度计记下已
有受救助者入住的房间的温度———24℃。

昨晚出发的联动小组有两支，一支巡查车站码头、地
下通道、桥梁涵洞等露宿者易出没的地点，发现一个、救助

一个；另一支则根据各街镇志愿者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目标

人群，晚上重点巡查，提供帮助。
当救助队员巡走于吴淞、杨行、通河等地时，温度计显

示气温已跌到-5℃。记者跟杨勇峰谈起刚才“24℃温暖”的
吸引力时，有着 22年救助工作经历的杨勇峰却保持着谨

慎：“露宿者是诉求复杂的群体，他们中有不愿救助、不愿
住进避寒场所的情况。”同行的城管队员臧常洲告诉记者：

“有些人习惯了流浪生活，觉得进救助站会被‘管头管脚’，

不自在。换句话说，我们和他们不在一个语境上。”
这种情况出现了。根据志愿者提供的线索，民政、公安

和城管人员组成的“三合一”小组赶到有露宿者的通河新
村某立交桥，目光所及，人不在，但生活物品俱全。“救助站

其实跟这个对象接触过几次，一直关注他，我们还跟街道
打过招呼，争取他能搬到站里暂住，可他还在‘打游击’。”

杨勇峰的话语中透着无奈，望望温度计上的标识，“已经-

5℃，我们真的不放心，不怕十访九空，就怕挂一漏万。”为
了不耽误后面的巡查，服务队员把棉衣棉被放到这个露宿

者呆过的位置。“我们有大致的判断，他还会回来。”杨勇峰
边说，边把救助联系卡交给附近 24小时便利店里的营业

员，让他们发现对象，就给救助站打电话。

劝说成功一阵欢呼
“让露宿者来救助站，最关键的本事是沟通，我们光从

人情的角度去劝人家‘瞧这么冷，你扛不住的’，这未必管

用。”杨勇峰告诉记者，“很多时候，你得设身处地站到他们

的角度想问题，让他们明白进救助站或去旅馆栖身，不光

是政府的关怀，更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在大场镇一个工
地里，“三合一”小组碰到一名年纪颇大的露宿者，此人是

另一种状态———流浪乞讨算不上，但平时在周边收废品，
为了省住宿费，就在工地里搭起简易棚屋，里面塞满杂物。

寒潮前，救助人员已找过他，他仍不愿离开，只承诺马上搬
到出租房去。这一回，记者看到，三四平方米见方的简易棚

里，他给自己盖了 5层被子，可房子还是四面透风。“你不

能这样，瞧瞧多少摄氏度。”小组里的干警特意从记者手里
拿过温度计，“你看，现在外面温度-5℃，你呆在这里，容易

感冒，生病了怎么出去收废品？搬到房子里住吧，不用你掏
钱。”面对这些，对方只是呵呵笑着说“没事没事”。杨站长

抱着希望继续规劝，老人用浓重的外地口音说：“我答应，明
天一定搬，谢谢你。”为了后续巡查，队员们只好把御寒用品

和食物送进简易棚，临走时还用力把挡风的波纹板扶正。
“希望你们再去找找这个老人，设法让他搬走。”路上，

杨勇峰不停地用手机跟大场镇民政科的同事联系，让他们
再去劝劝。“有用吗？”记者问。“多试试，总归起点作用。”

杨勇峰用手摸了摸手机上的汗渍，“这么冷的天，手机都耗
电那么快，老人呆在外面，心里总是悬着。”快到凌晨时分，

杨勇峰口袋里只剩一格电的手机突然响了：“杨站，老人跟
我去住旅馆了，你放心吧。”顿时，大家发出一阵欢呼，此刻

温度计的刻度定格在-6℃。“你知道我心里的感受是多少
摄氏度吗？”杨勇峰告诉记者，“就是你刚才念叨的 24℃。”

24℃，这是 2020年冬日里的“最佳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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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海发布气象史上首个
低温橙色预警。今天早上，本市出现
此轮冷空气影响下的极端最低气
温:市区 -6℃,郊区 -8~-6℃。寒风
凛冽的天气里，工程项目建设进度
会不会耽搁？菜篮子供应稳不稳？群
众生活出行还正常吗？带着这些疑
问，本报记者分赴临港、宝山、青浦、
崇明等地，在最冷的时间里，感受最
低的气温，记录下寒流中的暖心瞬
间。此刻，外面天寒地冻，仍有不少
人奔波在抗寒一线。他们逆风而行，
用行动温暖了这个寒冬。

本报记者 杨欢/文 陈炅玮/摄

混凝土上加盖棉被 “追云保安”巡守大堤

本报记者 屠瑜/文 郭新洋/摄

连体大棚五重防护 旺季抢摘新鲜草莓

    寒潮来袭，申城温度骤降。一夜风雪过后，天气转晴，但风力

仍然强劲。昨天一早，记者来到临港，这里靠海，空气潮湿，温度比
市区更低。在户外，即便穿上最厚的保暖装备“全副武装”，也耐不

住刺骨的寒风在脸上“拍打”，站上几分钟，人就被冻得手脚发麻。

雨水汗水打湿衣服
在两港大道快速化工程建设工地上，有一群人正与“寒潮”赛

跑。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减少寒冷天气对项目建设的影响，建筑

工人们换上防寒服，在 0℃?下的户外作业，为刚浇筑的混凝土加
盖棉被。他们的脸颊被冻得通红，手上的活却一刻不停，厚厚的衣

服几乎湿透：外层被雨水打湿，里层被汗水浸透。
“我们负责的这一段跨线桥施工进入到关键阶段，顶板混凝

土刚刚浇筑完，寒潮就来了。幸好公司提前有准备，加购了一批薄

膜土工布。从 29日下午 5时到 30日凌晨，工人们顶着风雪连夜
铺设，就是为了保障混凝土在恒温条件下凝结到预定强度，工程

不受寒潮影响。”爬上脚手架，中建八局两港大道项目三工区技术
负责人孙承泽正和同事一起检查薄膜土工布的铺设情况。

由于周围没有建筑物遮挡，站在桥梁上，寒风从四面袭来，孙
承泽几乎寸步难行。“我们在建筑工地上风吹日晒，糙惯了，所?天

气寒冷还能接受。关键是，站在高处风太大，我这个体重走路都有

些艰难，迈出去的腿像是被人拽住往后扯。所?趁着白天天气好，
大家更得加把劲，弄完最后的收尾部分，晚上才好安心躺被窝。”

两港大道快速化工程建设分为三段进行。孙承泽负责的北段
（S2-大治河）跨东大公路节点共设计有三跨，由 24节钢结构箱梁

组成，其中最大跨度达 66米。“我们有明确的工程节点，整个吊装
周期持续 52天，2021年 2月 1日完成吊装合龙。所?天气寒冷，

我们也不能放松，要赶在温度降到最低前铺好保温被，确保混凝土
凝结。这样，气温回升后，后面的进度也不会被耽误。”孙承泽告诉

记者，为了应对寒潮来临，工程队早已提前制定了专项应急预案：
为施工人员发放冬季防风保暖服；调整混凝土的配比，针对低温天

气增加防冻剂，确保混凝土自身性能抵抗低温；采购专用保温被，
保证混凝土顺利度过寒潮；采购专用融雪剂，确保道路畅通。

公园执勤无心拍云
天气严寒，项目建设却热火朝天。车子继续往东开，沿途见到

的行人愈发少了。到了滴水湖，景观步道上难觅一人。不过，在这

里，记者见到了颇为壮观的一幕———湖边的栏杆上挂满冰凌，阳

光透过，如钻石般璀璨。美丽“冻”人的景色，让记者忍不住驻足观
赏，但站了没一会儿，从脚趾传来的刺痛感把思绪瞬间拉回现实。

为了测量最低温度，记者来到海边的南汇嘴观海公园。原?
为这里风大，不会遇到什么人。但刚走上沿海大堤，就迎面遇上了

正在巡逻的李国强。他是一名保安队长，在南汇嘴观海公园执勤，
每天都要沿堤巡逻，即便寒潮来袭也不例外。

“这里是开放式公园，靠着海边，经常会有游客来玩，我的职

责就是要守护好大家的安全。这两天风大，到了晚上光线暗，潮涨
潮退看不清，滩涂上全是碎石、杂草，很危险，所?我得出去多巡

逻几趟，如果遇到逗留在岸边的人，也好及时劝返。”李国强告诉
记者，1月 1日举行的临港迎新跑活动的终点站就设置在南汇嘴

观海公园，目前已有一批设备被运至现场准备布置，巡查另一方
面也是检查设备有没有损坏。

李国强是本地人，一直生活在海边。平日里，除了做好本职工
作外，他还有个爱好———站在南汇嘴观海公园拍摄临港的云。因

为越拍越专业，李国强被摄影爱好者送了个外号“追云保安”。“在
海边站岗的时候，我就喜欢看天上的云，有人问我云有什么好看

的，他们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地上有什么，天上就有什么。”他告诉
记者，自己对云的感知力来源于父亲的影响，“他看云识天气比天

气预报还准，什么云下雨、什么云天晴，一说一个准。”
最近，寒潮来袭，李国强要时刻盯着沿堤的情况，便没心思拍

云了。他说：“追云是为了记录临港的美。如今，夜巡大堤，追风也

很酷，毕竟守护临港人的安全更重要。”

崇明 本报记者 李一能/文 徐程/摄

树木覆上地膜保暖 花卉有了避寒之处

    明年 5月，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将在崇明召开，目

前诸多花卉苗木已经陆续入园培育种植。而这场突如其来
的寒潮，是否会对它们造成影响？记者驱车前往花博会园

区一探究竟。

“不耐冻”受特殊照顾
昨天下午，从市区行驶到崇明花博会园区，大约要 1

个半小时的车程。还没有进入崇明岛，在上海长江大桥上

已经能感受到这场寒潮的威力。桥面上路况非常好，但车

辆都开得很慢。原来伴随着寒潮，桥面上刮起了横风，重心

较高的车辆会感到明显位移，速度一快，开车就如同开船，
一路颠簸不止，必须用力控制方向才不至于跑偏。

来到崇明岛，沿着陈海公路一直向花博会园区工地行
驶，眼看着显示屏上车外温度一直在下降，从市区出发时

还是-2℃，进入崇明岛后已经跌到-4℃左右。而根据天气
预报，崇明会在 1月 1日前迎来-8℃的最低温。

进入正在建设中的花博会园区，在室外受到特殊照顾

的，主要是不耐冻的苗木。花卉组工作人员已经用草绳和
薄膜包裹主干和大枝，园区内 7万株左右树木均已覆上地

膜保暖。
陪同记者入园的保安说，寒潮到来后，他们加强了巡

查力度，特别是在 29日深夜，园区刮起大风，保安们骑着
电动车，顶着风雨严寒在园区巡视，对树木倒伏等突发事

件及时报告处置。此外，他们也提前准备了各种应急保障
物资，?备不时之需。

记者在车外和保安聊了几分钟，就感觉寒气从四面八
方渗入身体，即便风还不算大，但很快耳朵就失去了知觉，

人止不住地发抖。岛上特有的冷风水汽充沛，此时能明显
感觉到它的威力，即便穿着羽绒服也不顶用。

棚内棚外两个世界
今天早晨，感觉风没有昨天大，但气温更低，车内温度

显示为-7℃，车里放了一晚上的水已经结冰。

记者再度来到花博会现场，进入花卉的避寒之地———
一个占地 7万平方米、非常壮观的智能温室大棚。走进大

棚，暖意扑面而来，感觉一门之隔完全是两个世界，外面的
温度在-5℃左右，而暖棚则通过一台锅炉将管道中的热水

输送到各处，把暖棚加热到 20℃左右。
光明集团下属上海花卉集团花博会现场负责人王琼

介绍，目前该暖棚只启用了一个大棚，有五六个品种 40万
盆左右的花卉正在培育中。先期进入暖棚的都是开花周期

在五六个月左右的品种，从现在开始培育到花博会开幕，
正好可?盛开。随着会期临近，其他品种开花周期时间较

短的花卉也即将入棚，到了明年 3月，所有大棚都会启用。

王琼说，这座大棚除了让花卉有一个避寒之处，其智

能还体现在可?通过技术手段让不同花期、不同生长周期

的品种同时开花，起到调控作用。普通的大棚不能加温，不
能加水分，各方面都依赖人工，但智能大棚可?通过电脑

和全机器化控制好花卉生长，保证花博会顺利召开。

    -6.7℃?早上 6时许，天还蒙蒙亮，青浦白鹤草莓产业园内，

大风咆哮着，猛烈地拍打着一排排连体大棚，侧面薄膜直往外鼓，
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像海浪翻滚，但大棚依然纹丝不动。大棚旁

的一条条水渠已经结了厚厚的冰，一根根白色的排水沟管道上结
起冰柱，有些冰柱长达 40多厘米。记者被风吹得感觉站都站不

稳，冻得牙齿直打颤，身体直哆嗦，拿着手机拍照的双手已经僵硬
通红。

实时监控温度湿度
7时整，开工第一件事———采摘草莓，时间比天暖和时晚了 2

个小时，“太早的话湿气太大，不利于采摘”，记者跟随上海源怡种

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军明来到 3号大棚。120米宽、70米
长的连体大棚内，草莓被白色的无纺布覆盖着。“这些无纺布是专

门为了抵御这次寒潮新增的保温措施，苗的抗寒性还可?，主要
是影响花和果，夜间棚里水汽大，无纺布防水透气，湿气能排得

出，温度能保证，避免霜打在草莓上，也阻止流动的冷空气打上
去。”唐军明解释道。

据介绍，包括无纺布在内，大棚水平方向一共有五重防护措

施。第一层是黑色的外遮阳网，除了夏季遮阳外，严寒天气会打开
防止霜冻；第二层是大棚顶膜；第三层用棉被材料做成的内保温；

第四层就是无纺布；第五层是黑地膜。大棚四周边缘方向是两层
防护措施，分别是大棚薄膜和大棚内膜。下午 4时许会早点关棚，

让太阳的热量保存在温室里，热量积蓄得越多，温度越能得到保
证。大棚内一根柱子上有个温湿度传感器，10分钟读取一次数据，

唐军明手机上装有一个微信小程序，可?实时查看数据。“这种天
气短时期影响不大，但长时间的话，对草莓的生长非常不利，如果

严寒再持续的话，会采取其他成本更高的加温措施。”

新鲜草莓运往市区
家住附近响新村的 68岁“草莓阿婆”周美文每天早上都会提

前来。她说：“我?前家里就是种草莓的，现在不种了，来这边工

作，一天 8个小时，种植、采摘、分装都做，感到很开心。”

采摘时，记者看到工人们首先掀开无纺布，一颗颗草莓探
出小脑袋，白色的小花间，有些白色的草莓还未成熟，而成熟的

草莓鲜红透亮，娇艳欲滴。这个大棚里四分之一不到的是“海丽
甘”，多数是“红颜”，外形上看差不多，主要是口感上有差别。记

者品尝了一口刚采摘的“红颜”，水分丰富，肉质鲜嫩，甜味在咀
嚼中慢慢释放，带有一丝酸味。而“海丽甘”口感更糯，颜色比

“红颜”要暗一点。

8时许，工人们带着采摘下来的草莓来到分拣室集中力量分
拣。分拣室内充满着沁人心脾的草莓香味，工人们熟练地把品相

一致的草莓装在不同规格的盒子中包装好，目前有 3个包装品
种———“红颜”“圣诞红”“海丽甘”，都贴有绿色食品的标志。

10时许，装上第一车的草莓被运往市区商场超市……

白鹤镇是“中国草莓之乡”，2018年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
志。“这个产业园种植面积 100亩，90%?上的产量都是供应市区

的。为了保证每天新鲜供应，我们坚持每天保质保量生产，这几天
正值高峰期，园里一天的采收量在七八百斤，目前公司订单量在

500斤左右，300斤左右走市场批发渠道，天气对产量的影响还看
不出来，后面几天会逐渐显现。”唐军明盼望寒潮快点过去。

■ 寒冷天气没有影响花博会场馆建设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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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

■ 救助站内，工作人员为救助对象吹干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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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

■ 南汇嘴观海公园“司南鱼”雕塑处，温度-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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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

■ “草莓阿婆”在大棚里抢摘新鲜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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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健/文 李铭珅/摄

走街串巷救助“露宿”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