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力怎么

样？”“雨量怎么
样？”“潮位怎么

样？”从昨天到今
天，上海市防汛

指挥部办公室
内，这样关注风

雨潮“三碰头”的
询问成了不少工

作人员的“常用
语”。三句不离本

行，相关情况也
在“一网统管”中

有序跟进处置。

“哐当！”昨
天，市防汛指挥

部内，有关工作
人员正在关注风

情，外面东诸安
浜路突然传来响

声。朝外看去，原
来是一路灯杆的灯盖被风吹落了。

一分钟不到，路口一名身穿橙色防
雨外套的工作人员便迎风而上，迅

速捡拾起灯盖。“这就是速度。”工作
人员说，台风面前，防汛人员时刻准

备着。
“外滩怎么会被淹呢？这条信息

又误导人了。”一名工作人员收到一

条视频信息，立马提出质疑。话音刚
落，旁边几名工作人员便过来“碰

头”。尽管大家都认为亲水平台本身
是河道的一部分，在天文大潮中进

水也属于可控范围，而且“大胆”预
报的黄浦公园当天最高 5.50 米潮

位，比防汛墙设防的最高 5.86米要
低，但为了解疑释惑，更为了防汛安

全，工作人员还是找到有关视频现
场，拍摄了潮水退去后亲水平台“重

见天日”的照片。一直到凌晨两三
时，当黄浦公园实际水位达到苏州

河口水闸建闸以来最高的 5.49 米
时，有关汛情也在监控之中。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米市渡
水位超警戒之后。今天凌晨 3时 30

分，彻夜坚守的市防汛指挥部督察
专员沙治银在“一网统管”上看到这

里的水位比预报 4.70 米还高出 9

厘米，创造了新的最高水位。虽然黄

浦江上游支流流域行洪河道防汛墙
已在 3年前加高了近 1米，具备相

应防汛能力，但沙治银还是与那里
的相关工作人员远程“碰头”，叮嘱

他们加强巡查工作。

今天早上，监测显示滴水湖监
测站点测得过程降雨量超 200 毫

米，虽然雨势不大，路面没什么积水，
但防汛指挥部工作人员仍密切关

注。他们说，“烟花”不过就不会松懈，
将坚持到最后。 本报记者 罗水元

12345市民服务热线：22小时接到 台风相关诉求工单 4263个

    面对来势汹汹的今年第 6号台风

“烟花”，上海菜篮子的供应情况如何？
记者从批发零售多个渠道获悉，为了

应对极端天气可能对市场供应造成的
影响，从批发市场、菜场超市到电商平

台均已做好应对，确保“产区有菜、路
上有菜、市场有菜”。

提前买菜 市民宅家不出门
2把韭菜、1斤奶白菜、4根黄瓜、

1盒鸡蛋、1条鲈鱼……昨天，家住长

宁路的徐女士把未来两三天所需的生
鲜食材一次性买好，准备在“烟花”到

来后尽量不出门。“家中有菜，心里不
慌嘛！”她表示。

作为叮咚买菜陆家嘴前置仓的配

送员，昨天早上 6时起，危红章就开始
了忙碌的送菜工作，一个上午爬了几

十栋楼，送了 100多单，比平时增加一

倍。他说：“每个订单里的东西也更多，
但我已做好加班配送的准备，不管送

到多晚，一定要让大家都能买到菜。”
叮咚买菜相关负责人介绍，昨天

上午 9时到下午 1时迎来订单高峰，
相比上个周末同时段的订单，增长超

过 160%。市民购买最多的是纯净水、

速冻食品、蔬菜、快手菜、米面粮油等。
目前，叮咚买菜华东区域蔬菜储

备量约 4000 吨，番茄、土豆、绿叶蔬
菜、猪肉等刚需品类的备货量增至平

日两倍左右。同时，通过“一日两配”，

在下午 2时到 4时期间，给前置仓补
货，以保障货品供应充足。

备货充足 加大菜品供应量
作为上海市农产品供应保障的主

渠道、主力军，上海蔬菜集团为保障市

场供应做好了准备。
目前，江桥市场日均蔬菜批发量

已达 6500吨至 7000吨，较平时增加
1000余吨，集团市场整体蔬菜交易量

突破 10000吨。蔬菜集团各批发市场

落实周转场地，腾挪空间，做好场内货

源储备，每日储备商品不少于 6000

吨，为“菜篮子”的稳定再上一道保险。

而在零售渠道，联华超市将原来
日供 60 吨的基准供应量提升到 180

吨，冬瓜、番茄、毛豆、甘蓝菜、土豆、洋
葱、青菜、南瓜、胡萝卜等常见民生商

品，每个单品确保至少 20吨库存量。

本地崇明基地蔬菜在确保供应量的前
提下，零售价格低于市场 10%。同时，

联华自加工包装蔬菜有 40多只单品，
提供线上百联到家服务。

此外，记者从永辉超市获悉，超市

单日到货蔬菜 200吨、鲜猪肉 20吨、
家禽 150吨、大米 100多吨，总计近

500吨民生产品，储备充足，其中蔬菜
到货量比往常增加 20%-30%。

本报记者 张钰芸

疾风骤雨中各路应急处置人员全力值守

上海近1万株倒伏树木已处理

风大雨大，上海“菜篮子”保供稳价
市民提前备好食材足不出户 菜场储备货源抵御极端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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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121物业服务热线：居民报修排险电话数量激增4倍

“雨篷要被吹掉了，麻烦处理”

    “烟花”携风雨登陆，截至今晨 6时，

上海道路和公园绿地内 1.2万余株树木
倒伏，已处理完毕近 1万株。林地内也有

大量树木倒伏，果园有一定程度落果，部
分大棚薄膜破损。昨天，全市采取封闭式

管理的公园继续闭园。

树木倒伏 道路积水
殷高东路树木倒伏、景星路树木倒

伏；松花江路道路积水、军工路道路积

水……昨天一早，杨浦区绿化市容部门
接到多起倒伏和积水报告，抢险队伍迅

速赶往现场清理。中午时分，区景观管理
所巡查时，发现隆昌路近长阳路处有一

处破损的广告布，但位置较高。相关部门

立即联系消防部门，在一小时内把随风
飘扬的广告布拆了下来。

当天下午，在闵行区水清路雅致路
附近，环卫工人正在紧急清理断枝、疏通

排水口。为防止被坠落的树枝砸到头，他
们戴着头盔工作，短短几小时，已经清理

了 20多车断枝。

而在老港生活废弃物处置基地内，工
作人员给桥吊解锁并锚定开关，保障供电

箱稳定运行，并冒着风雨对循环水前池做
检查。老港组织成立了 5支应急队伍，时

刻保持备战状态。闵行马桥则开启了应急
排水阀，利用暴雨间隙清空场地积水，减

轻内涝。目前投运的 32艘集运船舶停靠

在码头，206名船员均在船上值守。

果园落果 薄膜破损
台风对全市林地和果园也造成不同

程度的影响，巨大威力导致林地内大量

树木倒伏，全市林业巡查人员冒着狂风
暴雨参与抢险，扶正树木，清理排水沟

渠。目前，尚未收到苗圃受损严重情况报
告，部分苗圃地势低洼地块出现积水现

象和苗木倒伏情况。

夏季正是沪郊水果上市季节。受台
风影响，全市梨园有不同程度落果，落果

量约 30%，尚未上市的锦锈黄桃落果量
约为 25%。所幸浦东南汇水蜜桃和金山

蟠桃目前采收销售已超过 80%，受影响
较小。

此外，果园大棚薄膜破损主要集中

在奉贤、浦东，两区受损率均在 30%左
右，其他区受影响程度较轻，棚架结构未

受到明显影响。

应急抢险 值守保障
目前，上海已组建 824支绿化防汛

应急队伍、331支林业防汛应急队伍、338

支道路保洁应急保障队伍，生活垃圾处
置、市容景观巡查等工作人员也全力投

入应急抢险和值守保障。
截至今晨 6时，全市累计疏枝 96907

棵、加固 27256棵，行道树倒伏 5204棵，

已处理 4475 棵，公园绿地内倒伏树木
7304棵，已处理 5452棵。2.4万余名一线

环卫工人上岗值守，已清扫易积水路段
10695条次。

此外，全市拆除固定广告 297块、加
固 725块；拆除招牌 1646块、加固 1455

块；拆除其他临时广告设施 1242块；景
观照明拆除 45处、关闭 4312处；拆除灯

电杆旗（招风旗）临时广告 27151对。昨
晚，全市范围内所有景观照明设施均关

闭，具体开灯时间另行通知。
本报记者 金旻矣

    今天凌晨，受台风“烟花”

影响，上海风雨交加，外滩观光

平台处于关闭状态。 正值天文

大潮，台风“烟花”带来的暴雨

和大风，形成“风雨潮”三碰头。

黄浦江潮位达到5.5米，超警戒

水位0.95米。 黄浦消防救援支

队官兵彻夜未眠，顶风冒雨，在

外滩观光平台加强值守巡查，

劝离滞留游客, 及时发现和消

除台风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

首席记者 刘歆
本报记者 王凯 摄影报道

从接单到解决，看一张工单1小时“闭环”
蹲守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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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风影响下，狂风骤雨考验着城市管

理细节和应急响应机制。

“闭环”耗时仅1小时
台风来袭，在一网统管、一网通办的城

运平台下，如何迅速响应？昨日，记者目睹

一张工单从接单、派单到处置解决的整个
“闭环”过程———

■ 13 时 10 分许 市民周先生打进
12345市民服务热线， 反映浦东新区龙汇

路白杨路交叉口有一处工地的周边围挡被

风吹落到车行道上，给市民出行带来隐患。

■ 13时 20分许 记者了解到， 这张
工单已由花木街道城运中心派单， 并交由

城管部门处理。

■ 13时 35分许 城管花木街道中队
执法队员首先致电当事人了解情况。随后，

队员们立即前往现场，确认属实。

■ 13时 50分许 城管队员将掉落的

围挡全部收集并从现场移除， 转移到安全
处妥善保管。随后，城管部门电话回复当事

人，告知问题已解决，同时答复该工单处理
完毕。

16时，记者来到龙汇路白杨路交叉口
发现，这里是轨交 18号线施工工地。现场

雨势较大，伴随强风，让人难以站稳。工地
靠近路口处的部分围挡缺失，但周边并无

掉落的板材。“接到市民诉求后，我们来到
现场处置，把吹落的围挡归拢起来，剩下的

部位也让施工方加固。”城管花木街道中队
教导员王巍表示，“在迎战台风‘烟花’期

间，中队全员 24小时待命，随叫随到。”
从市民发现到后期相关部门处置，一

张工单的“闭环”，耗时仅 1个小时左右。

积极回应市民建议
市民的意见和建议，也在逐步融入城

市管理措施。今天上午恰逢周一早高峰，部

分轨交线路停运，导致公交车乘客增多。市
民王先生来电反映，他乘坐的公交车乘客

激增，十分拥挤，建议台风期间适时增加一
些短驳车，方便市民出行。

就此，记者从一些公交公司获悉，根据

以往台风天气的预案及过往乘客的需求，
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公交车在特殊天

气如遇大客流，会适时增加车辆发车班次。
比如受台风“烟花”影响，轨交 1号线

中山北路站至富锦路站停运，为解决乘客
出行需求，95 路公交车在早高峰保障 32

辆营运车辆出车 100%，发车间隔 3-5分
钟。同时，组织工作人员在重点路段共和新

路闻喜路至上海火车站设置观察哨，时刻
注意路面客流情况。如遇大客流，车队还将

启动应急预案，安排应急车辆在共和新路
闻喜路至上海火车站之间增援。

巴士三公司也对今天早高峰涉及的相
关线路作了运能调整，通过加密班次、增加

配车来稀释客流，主要涉及轨交 3号线、4
号线、11号线途经的 7条线路（117路、76

路、69路、224路、63路、136路、62路）。公
交车均按照计划投放运营，并准备 35辆备

用车，在高峰时间缩短发车时间，及时疏散
乘客。此外，灵活调放措施已准备就绪，如

空放车辆至客流密集点和掉头等，工作人
员将加强现场管理，至客流密集点维持现

场秩序。
本报记者 徐驰 陆常青 任天宝 裘颖琼

志愿者 何婧文

荨

黄
浦
消
防
救
援
支
队
官
兵
在
外
滩
观
光
平
台
巡
查

茛

苏
州
河
水
闸
外
，黄
浦
江
处
于
高
潮
位
，波
涛
翻
滚
；
水
闸
内
，水
面
平
静
波
澜
不
惊“风雨潮”三碰头

5.5 米！

■ 昨天中午，金山石化蒙山路边海安大楼院内，抢险人员正在处理倒伏

的树木 特约通讯员 庄毅 摄

    7月 25日 12时到 7月 26日 10时，12345市民服务热线共接到
台风相关诉求工单 4263个；其中排名前三分别是规模停电 2560个
（占比 55.38%）、维修添置 893 个（占比 20.95%）、独户停电 216 个
（占比 5.07%）。

    受台风“烟花”影响，本市 1.3

万个住宅小区中，有 539个小区
的居民拨打了报修、排险电话。今

天上午，记者从上海市房管局获
悉，962121 物业服务热线接电量

激增，7 月 25 日 12 时至 26 日 7

时，居民报修、排险电话数量激增

4倍，共受理 11328件，全部按流

程处置中。

急！ 报修电话激增
“您好，这里是物业服务热

线。”“您的报修地址是哪里？”……

昨晚，接线工作区电话铃声此起
彼伏，接线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

飞快地敲击键盘。台风“烟花”登
陆前，320名接线员严阵以待，确

保每一位市民的来电畅通无阻。

一旦铃声响起，他们会在 8秒钟
内接听电话，详细询问每一个报

修电话的报修问题、具体地址、联
系人及联系电话等信息。

在工单审核区，审核员黄丹

阳点击着一张张智能客服报修
单。今天上午，记者在物业服务热

线中心看到，有 35 门智能客服
“上岗”。听完居民的语音留言，AI

智能客服会自动识别行政区、报
修项目、报修人地址等信息，生成

一份电子报修单，上传至 962121

呼叫中心管理系统。每一份报修
单都有“智能客服接单”字样。

“如果居民用普通话报修，智能

客服接单准确率可达 90%以上。”

黄丹阳介绍，部分老人习惯用方
言报修，智能客服会提醒居民重

新报修，若两次语音识别不出，则
会自动转给人工客服。今天 0时

到 9 时，热线 98 位人工客服和
35 门智能客服共接通报修电话

2930个。

“因为报修电话量激增，接线
员、应急抢修人员来不及休息，累

了只能靠着椅子眯一会儿。”徐汇
区应急维修中心维修队队长万鹏

举说，应急维修人员 24小时待命，
确保在报修 2小时内上门排险。

拆！ 严防雨篷坠落
受“烟花”影响，居民请求“排

险”电话最多。记者从徐汇区、普

陀区、黄浦区、长宁区等多个区应
急维修中心获悉，在居民小区内，

雨篷成为最大隐患。
“漕溪四村 7号 5楼高空有

一个雨篷随风飘舞，非常危险。”
昨天下午，徐汇区应急维修中心

接到居民报修电话反映，对面居
民楼存在高空坠物隐患。看见身

着橘色应急维修工作服的人员进
门，业主才发现自家年久失修的

雨篷一侧已经脱落，雨篷正下方
停着十多辆小轿车，后怕不已。万

鹏举探出半个身子查看，发现雨

篷东侧的膨胀螺丝锈蚀、脱落。为

防止雨篷坠落，万鹏举和另一名

工作人员分别系上安全带，爬出

窗户，一个人负责拆卸，另一个人

托举着脱落的雨篷，最终顺利拆

下雨篷。
无独有偶。昨天傍晚，普陀区

962121物业服务呼叫中心接到一

个紧急电话：“我家在 6楼，雨篷
要被台风吹掉了，麻烦你们帮忙

处理一下……”接报后，维修师傅
杨晓康和张士节第一时间赶到铜

川路 1789弄。站在居民楼下往上

看，窗外的雨篷已被台风吹得摇
摆不定。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两

人立即分工合作，杨晓康扎好安

全绳索伏在窗外拆卸雨篷，张士
节则在室内把握整体拆卸动向。

狂风暴雨中，杨晓康伸出双手紧

紧拉住雨篷钢架连接处的两个

点位，“哗”的一声，将雨篷整个
扯了回来，左三圈、右四圈，上下

拉紧缠绕，再拉紧、再缠绕，当即

就把雨篷牢牢固定住了。由于视
线受阻，杨晓康只能一点一点摸
索着，用榔头钳子将锈蚀的铆

钉、螺丝敲落。经过两个多小时

处理，他们将雨篷整个拆卸下来，
排除隐患。
在这场与疾风暴雨搏击的“战

役”中，上海市各区房屋维修应急
中心的工作人员不是在维修，就是

在去维修的路上，全力以赴奋战在
应急排险、抢险的第一线。

本报记者 杨玉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