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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
荨 奉贤金
海岸度假村
成了临时安
置点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浦东 金山

荩 今天上
午， 住在临
港建设者小
镇的建筑工
人， 被安全
有序地转移
到安置点内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荨 上午 8

时开始，金
山区石化街
道居民陆续
撤离至防汛
安置点，图
为社区工作
人员在劝百
岁老人方小
妹撤离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台风“烟花”过境时，临港出现大

量树木倒伏，这次防汛办提前准备，对
树木进行了加固。“两次台风间隔时间

短，临港道路景观树木大多是新栽的，
上次倒伏后刚处理完不久，因此根基

不稳，这次台风来，我们就有经验了，
提前让工人加固。”李俊昌说。

此外，记者了解到，台风“烟花”到

来时，“断头河”临港芦潮港胜利塘出

现淤堵，防汛工作人员此次也提前降
低水位。今天凌晨，户外风力雨力逐渐

加大，道路上难见一人，芦潮港胜利塘
附近却一派繁忙景象，四台大功率水

泵正在抽水，临港供排水公司管网管
理部经理凌俊忙着指挥。他告诉记者，

12日下午 2时接到通知，需要对胜利

塘水位预降，根据原定方案，是将河水

抽到南芦公路的雨水管道里，但现场
勘测发现南芦公路不具备大功率水泵

的作业条件，难题愁坏了工作人员。
“我们一下午都在开会研究，最终找到

了最优解———从胜利塘西面，挖了一
个洞，开了一个门，把水排出去，因为

这个是在综保区物理围网范围内，也

是得到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凌俊告
诉记者，从 12日晚 10时左右，4台水

泵开始抽水，到今天上午共抽排约 2

万方水。“这样就可以存储更多雨水，
不会再出现淤堵情况了。”

忙碌到深夜，防汛指挥部的工作
人员来不及好好休息，今天一大早又

开起了视频会议，时刻关注着上海市
气象局发布的台风“灿都”的趋势分

析。上午，临港工地各建设项目的工人

也陆续开始组织转移至安置点。迎战
“灿都”，各部门严阵以待。

    选择留下来坐镇指挥的还有临

港片区管委会生态和市容管理处处
长龚红兵。在他的电脑屏幕里，记者

看到了此次临港新片区应对台风“灿
都”的准备：迅速摸清工地撤离人数，

确定撤离地点，合理安排，保障物资；
海塘一线，安排上大堤物理隔离，海

塘巡逻；内河水位预降，芦潮港胜利

塘水位预降；龙吟小区排涝设施准备；
道路树木加固，店面招牌检查，小区积

水、高空坠物等隐患排查；芦潮港社区

危房人员转移……

“开闸放水！”12日白天，临港已完
成内河水位预降。据生态和市容管理

处水务总工、高级工程师潘丽红介绍，
临港水系丰富，生态空间比例高，拥有

大量农田、绿地、公园，对雨水的存储
能力较高，瞬时雨量较大的情况下，内

河水位也不会急速抬升。同时，临港靠

海，潮差较大（达到 5米左右）。在低潮

位时，内河与外海水位差距大，水闸泄
水动力强。目前，临港有滴水湖出海

闸、芦潮引河闸、芦潮港闸和中港闸。

“白天，我们根据市里的统一调度，通
过潮汐预测、内河水位监测和雨量实

时监测，科学精准地预降水位。”潘丽
红告诉记者，位于沿海的临港，内河与

海面的水位成为防汛的关键。台风
“烟花”过境引起海面比正常水位抬

升，叠加海浪作用，可能会造成近岸
水位的异常增加甚至高过局部的海

塘，严重的会损毁海塘的薄弱岸段，
造成缺口，引起海水倒灌。“根据预报，

此次台风‘灿都’带来的雨量较大，我
们提前将内河水位降低，可以腾出足

够的空间来储蓄雨水，不会造成城市

内涝。”
“上次‘烟花’来的时候，老旧小区

出现积水点，要重点关注。供排水提前
到位，人和设备准备好，实时关注，不要

等积水出现了再处理，会影响市民生
活。要早做准备，雨一来就开始排。”记

者了解到，在防汛体系建设方面，临港

地区经历多次台风之后不断总结经验，
系统的预案已越来越完善。这次迎战

“灿都”，除了做好常规的防汛防台措
施，还从上次台风“烟花”中积累经验，

提前行动，未雨绸缪。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随着

台风“灿都”的临近，早上 7 时，位
于奉贤海边的海湾镇启动危房简

屋内人员、田间种养殖户、地下空
间内人员、建设工地人员、一线堤

防作业人员等的防台风避险转移
安置工作。全区 19115人的安置工

作今天中午全部完成。

昨天下午，海湾镇第一时间召
集镇防汛指挥部全体成员及全镇

各单位、部门主要负责人专题部署
防御准备工作，落实各项防范措

施。据海湾镇受理中心主任李洪兵
介绍，作为其中的一组，转移安置

的主要是星辉蔬菜的外来务工人
员和工地务工人员。“总共转移的

人数有 200多人，其中 100多人已
经投亲靠友。总的来说，随着条件

的改善，近几年，每次遭遇台风，需
要转移的人数在逐年减少。”据悉，

由于已经开学，星火学校作为主要
的安置点，这次已经不符合条件。

昨天，海湾镇政府经过紧急磋商，
寻找到了附近的金海岸度假村作

为安置点，最多可安置 300多人，
条件也相对较好。

“大家拿好毯子，现在天比较
凉。注意保暖！”在星火 12连，看着

拎着行李赶来的安置人员，李洪兵
大声提醒着。一位来自安徽的务工

人员表示，每次遇到台风，镇里都
会安排好安置点，感到特别安心，

“现在大家条件好了，遇到台风，不

少老乡自己借了宾馆暂住。”
根据计划，海湾镇组织成立

“4+1”撤离小组，即由 4 个专职撤
离小组共约 50余人负责相应散户

区域、在建工地、鱼塘虾塘等人员
撤离工作，同时安排公安派出所、

联防队、民兵、哨所等联合对海塘

沿线进行全面巡查，确保零星人员

全部妥善安置。驻地部队将派出 5

辆军车及 16名官兵协助进行撤离。

据了解，海湾镇在星火、燎原和
五四地区分别设置一个安置点，共

可容纳安置人员近 600人，确保满
足安置需要。各安置点均由镇党政

班子成员负责，并配备机关事业等

部门工作人员全面进行保障。
今天上午 10时，记者在海湾镇

金海岸会务中心看到，安置点除提
供安置人员休息场所外，还设有母

婴室、老弱病残室、医疗点、小卖部、
热水供应等服务保障项目。同时，由

社会事业部门专业安排落实疫情防
控相关措施，做到防台防疫两不误。

被疏散的居民们大多是打地铺，少
数几个床位被留给了老弱病残孕等

需要的人群。被疏散的居民来到这
里，依次取号登记，测量体温出示双

码，之后安排入住。一位在附近工地
工作的赵先生告诉记者，每次遇到

台风就会疏散撤离，住上一晚等台
风走了就回去，已经非常习惯了，所

以今天一切按部就班很顺利。
记者从奉贤区防汛部门获悉，

预警发布后，各街镇、海湾旅游区、
头桥集团和防汛成员单位按预案要

求有关人员迅速到位，快速响应。区
领导现场带班，值班人员 4579人，

出动巡查 6831人次，目前全区已落
实 610支抢险队伍、5473名抢险队

员处于备勤状态。另外，全区已储备

各类编织袋 12万只、油锯 303把、
抽水设备 993 台，486 辆保障车辆

等应急物资均已落实到位。
目前，已有各类船只 70艘进港

避风，船员已全部上岸避险。同时，
各属地加强安置点巡查，确保无死

角、无遗漏。

全力以赴，他们是 等风来的“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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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为应战台

风“灿都”，确保超
大城市运行安全有

序，上海各级部门
按照“应转尽转、应

转早转”要求，提前
启动了人员转移安

置和船只进港避

风。记者从市防汛
指挥部了解到，截

至上午 11 时 34

分，共转移安置

25.4万人。
今年第 14 号

台风“灿都”（强台
风级），今天 10时

中心位置到达东海
南部海面，就是在

北纬 29.3度，东经
123.5度。中心
气 压 950 百

帕，近中心的
最大风力 14

级（45米/秒），
之后以每小时

20 公里左右
的速度向北偏

西方向移动，

在测得风力的
99个测站中，

风力大于 6级
的 21个，其中
最大风力的测

站为滩浒岛，达到 10级，风速

24.9米/秒。
截至今天上午 10时，全市

720个测站中，22 个达到暴雨

程度，388个达到大雨程度，295
个达到中雨程度。降雨主要分

布在浦东、杨浦、静安等区，其
中雨量最大为浦东新区赵桥

65.5毫米，最大 1小时降雨也是
该站，为 50毫米（12日 10:40-

11:39）。积水点监测中，一个站

点监测到积水，主要分布在浦
东新区，积水较深的为 G1501

长草屋路下立交，12日 19:47

达 13厘米。累计供电中断 3处

共 81户。
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

转”要求，上海提前启动了人员
转移安置和船只进港避风工

作，截至今天上午 10时的统计
数据显示，上海船只已进港

1350 艘，已疏散 994 艘；截至
上午 11：34，全市共转移安置

25.4万人。
为迎战台风“灿都”，上海

各区、各部门、各单位按照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决克服
麻痹松懈和侥幸心理，严阵以

待、全力以赴，以更坚定决心、
更坚决态度将责任措施落到防

汛防台全过程各环节，确保超
大城市运行安全有序。

应战中，上海全力开展风

险隐患排查，聚焦薄弱环节和
短板，特别是台风“烟花”应对

过程中暴露出的小区积水、供
电中断等情况，对重点区域、重

点部位、重点设施、重点企业等
加强巡查值守，持续查漏补缺。

截至上午
11：34

    还未进门，在走廊里便能听见临

港新片区管委会防汛办副主任李俊昌
忙着打电话协调各项工作的声音。“现

在工地需要转移安置的人员数报上来
了吗？都核查过了没有？刚刚几个大学

的安置点位反映最近学生刚开学，调
度体育场出来安置工人有点困难，目

前这个事情解决了吗？确定好哪些企
业可以做安置点位了吗？”

会议室里，包括李俊昌在内的 8

名工作人员正忙得团团转。他们的桌

子上，放着刚吃完还没来得及收拾的
餐盒。这一天，李俊昌从早忙到晚，几

乎没得闲，上午去市区参加防汛办召
开的会议，中午匆匆赶回家帮妻子把

行李搬到新家，下午组织各成员单位
参加临港新片区的防汛防台工作部署

会议，到了晚上又在微信群消息的狂

轰滥炸中耐心地一一回复。

虽然忙碌，但李俊昌并没有乱了阵

脚，拥有丰富防汛防台经验的他，对于

这样的工作节奏早已习惯。每次台风
来，都是他和小伙伴们一起并肩战斗的

时刻。今年夏天，台风“烟花”过境，记者
在临港采访，就碰到李俊昌带着刚进入

防汛办 4个月的新人闵春添忙碌在第

一线指挥。如今，这对师徒又一起迎战
台风“灿都”，配合无比默契。

李俊昌家住浦东惠南镇，每天开
车上下班。迎战台风“烟花”的时候，他

在办公室里熬了好几晚，当时便想着
台风结束后搬到临港主城区住。夫妻

俩找好房子，打算趁着中秋假期搬家。

没想到，今年第 14号台风“灿都”又接
踵而至。12日中午，李俊昌的妻子看着

台风预警的新闻后便给他发消息：估
计接下来你又要忙得好几天不着家，

干脆今天搬过去吧，这样累了也还有
个睡觉的地方。

于是，李俊昌中午把行李搬到新

家后，匆匆忙忙赶回了单位。忙到深
夜，才看见妻子发来的信息和照片：家

里已经收拾好了，你安心加班吧！外面
风雨大，注意安全。

拿好毯子
注意保暖

打
一
场
﹃
有
准
备
之
仗
﹄
方
翔

    第 14号台风“灿都”来势汹汹。

受其影响， 上海今明两天将有明显
风雨天气。 从目前中央气象台预计

的路径来看，“灿都” 的台风中心可
能会穿过上海境内。

作为超大城市的上海， 濒海临

江、地势低平，在防汛防台上一刻
都不能放松，要打“有准备之仗”。

在今年 7月，台风“烟花”刷新了影
响上海的台风纪录， 在成功抗击

“烟火” 的过程中， 上海无人员伤
亡，这与台风到来之前的充分预案

密切相关：7月 24日， 上海气象部

门将台风预警信号连升黄色、橙色
两级；申城滨水岸线在台风到来之

前， 加强水闸泵站的维修保养，提
前预降水位……让预案 “跑赢”台

风，把各项工作想在前头、落到实
处，精准预警、充分准备，不打无准

备之仗。

曾经连着多年， 台风都与上海

擦肩而过。久而久之，“魔都”便有了

“结界”的说法。但运气是靠不住的，

抵御台风需要的是科学应对、 智慧

应对，有效应对。真正让城市平稳有
序的，是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依靠的

是城市的软实力。

在抗击台风“烟花”的过程中，

上海的城市运行数字体征系统开启

了 24小时监测，提供降雨量、风力、

城市交通信息等各类参考数值，并

与有关部门紧密合作， 及时处置了
“外滩被淹”“自来水将被污染”等谣

言，避免了社会恐慌。

面对每一次台风可能带来的危

害，上海本着“哪怕十防九空，也不
能一次破防”的原则，对城市安全薄

弱环节了如指掌， 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确保超大城市运行安

全有序，把“有准备之仗”打得干脆
漂亮。

广大市民群众的众志成城守望
相助，是上海应对台风的“底气”。全

力打赢打好台风“灿都”防御战，更
离不开大家的密切配合， 做最充分

准备、争取最好结果，齐心协力构筑
抵御台风的真正“结界”。

从早忙到晚 抽空搬了家

争分夺秒
他们是暴雨中的
逆行者

■ 园林绿化工人加固中山东一路沿线的绿化树木，防止发生倒伏

杨建正 摄

■ 金山城区最南端的一大型楼盘工地的建筑工人， 上午开始有序撤

往安置点 庄毅 摄

今
日
论
语

临港
城运中心

    随着台风“灿都”逐渐逼近，上海将直面猛烈

风雨。 位于东南沿海的临港，地处杭州湾和长江

口交汇处，是上海防汛防台的前哨阵地，防汛防

台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 12 日晚，记者来到临港

城运中心指挥大厅，屋内灯火通明，工作人员正

讨论得火热。 在暴风雨来临的前夜，户外虽略显

平静， 但防汛干部们已做好迎战台风的准备，严

阵以待。 每个人紧盯着电脑屏幕上的台风实时路

径图，忙着安排落实各项工作。 身后是扔在椅子

上的双肩包，里面塞满了换洗衣物、饮料和食物。

显然，大家都没有回家的打算，准备彻夜守候在

指挥大厅里等风来。

本报记者 杨欢

利用低潮位 精准降水位

隐患提前查 合力解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