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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台风“灿都”影响，申城风雨大作，普

降大雨到暴雨。由于预警及时，准备充分，昨
天下午 4时至今天上午 10时，12345市民服

务热线只接到台风相关诉求件 523件，其中
物业维修 101件、抗台防汛 56件、公共交通

33件，列前三位。

昨夜今晨，记者值守 12345市民服务热
线了解到，比较台风“烟花”过境，此次台风

“灿都”对市民生活造成影响可控，市民诉求

多以“次紧急”为主，直接派单后相关部门已
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完毕。昨天深夜，风大雨

急，记者先后赶往几处现场，查看风雨中相
关部门处置情况。

树木倒伏迅速移除
昨晚 7 时 30 分许，市民陈先生拨打

12345市民热线反映，普陀区宝华城市之星

小区北侧，有一棵景观树受大风影响，倒伏
在该小区围墙上，希望管理部门扶正树木，

避免安全隐患。陈先生告诉记者，倒伏的树
高达五六米，被大风吹得连根而起，一头栽

倒在围墙上。“还好大树不够粗壮，不然围墙

就要被砸坏了。”他对此忧心忡忡，“树倒是
小事，万一要是砸到人和车就有大问题了，

希望能赶快清理。”
昨晚 9时 30分，暴雨如注。记者来到现

场发现，树木倒伏的位置位于小区北侧靠近
华池路 27号垃圾站的围墙处，“趴”在围墙

上的树木已经被相关处置部门移走。在树木

倒伏的围墙边就是一处小型停车场，两辆轿
车紧靠围墙边停放。一旁垃圾站的清洁员表

示，围墙边就是停车位，华池路平时人行道

上也有不少行人，要是没有这个围墙撑着，

倒伏的树木肯定会砸到人和车，幸亏相关部
门快速处置，及时排除了隐患。

今年第 14号台风“灿都”来临前的窗口
期，上海绿化市容部门已对约 9.7万棵行道

树进行了疏枝，对 2.4万棵行道树进行了加
固。市民服务热线系统中显示，由于上海预

防准备充分，全市公共行道树倒伏及公园绿

地内倒伏树木都及时做了响应和处置。

高压线路及时排查
家住浦东新区惠南镇 5组城南村附近

市民顾先生反映，昨天上午 10时 30分开

始，在沪南公路靠近南园路附近的一段高压
线突然出现“滋啦滋啦”的电流声。“下面就

是树林，有安全隐患，是不是因为暴雨，才会

出现这样的情况？”

昨天深夜，记者赶往现场并就此事联系
电力部门。相关工作人员立刻到场查看，发

现树、高压线距离约为 5米，根据输电线路
与树木安全距离的国标要求，两者应相距 3

米以上，现场符合安全标准。

相关专家同时表示，市民所述“嗞嗞”声，
是电力线路附近空气发生电离，形成“电晕放

电”所产生的。因为潮湿空气相较干燥空气的
电阻小，高压线可能对周围空气放电，但不会

形成电弧或电火花，且不会击穿空气，对线路
下的人或物体没有影响。对此，电力部门提醒

市民，这属于正常现象，即便不是暴雨来临，

也会产生，因此不用过于担心。记者将解释转

达给顾先生，市民表示满意。

本报记者 陆常青 徐驰 王军

    今天上午 7时，经过一晚的狂

风骤雨后，金山区大雨暂歇，地面湿
润，树木仍在大风的呼啸中摇摆不

定，树叶散落一地。
濒临杭州湾，作为抗击台风的

第一线，自 9 月 12 日晚起，金山区
开始受最高 8 级阵风和强降雨影

响。面对“灿都”的强势来袭，金山区

迅速行动起来，全力做好各项防范
工作，为居民们筑起一道平安的“防

护墙”。

加班加点抢收蔬菜
“大家再加把劲！争取再多收一

些蔬菜！”13日下午 4时许，叮咚买菜

蔬菜基地农场经理卢叶冒着风雨在蔬
菜大棚外检查设备的运转情况。棚内，

20名工人在绿油油的菜地上抓紧抢

收空心菜，一旁堆叠着数十筐满满的
新鲜蔬菜。

叮咚买菜蔬菜基地位于金山区
廊下镇，占地 200亩，基地内共有 25

个蔬菜棚，种植的空心菜、红米苋、
马齿苋等蔬菜向全市供应。由于地

势低平，一旦台风来袭，这里便是
“重灾区”。早在一周前，台风“灿都”
还在形成时，卢叶就嗅到了蔬菜可

能会面临的危机。为了防止菜地被淹、设施损
坏，卢叶为应对台风“灿都”做好了万全的准

备。“我们提前做好了大棚的加固、设备的检
修，加强了堤坝防止外河的水倒灌，堵严了漏

水处。如果水位上升，会用排涝泵向外抽水。”
“灿都”逼近，蔬菜基地与台风赛跑，开

启“抢菜”计划。4天前，卢叶请来了临时工

作为支援力量，20 名工人的工作时长由 8

小时增至 12小时，加班加点抢收蔬菜，每天

采收的蔬菜由原先的 1吨多增至 3吨。“能
抢多少抢多少！一定要保证市民餐桌上的

供应！”卢叶说。截至 13日下午 4时许，蔬菜
的抢收工作基本完成。

安置场所一应俱全
户外风雨交加，走进石化街道防

汛安置点时，一阵饭菜飘香，令人顿

生暖意。刚至饭点，安置点内正发放
免费客饭，荤素搭配，配有水果、酸

奶。一旁的影视厅内，大屏幕上准备
放映《武林外传》，满足居民们饭后休

闲娱乐的需求。

石化街道社区服务办主任冯佳
栋告诉记者，每当台风来临时，石化

股份公司的培训中心就变为临时安
置点，18间教室可容纳 290名居民。

“灿都”来袭，石化街道防汛安置点马

上布置，13 日上午开始接收附近居
住在危房内的居民。截至 13日下午

5时，206名居民安置到位，生活必需
品如矿泉水、凉席等一应俱全。
“开饭啦！”3号房间内，房长任

洪芬正帮忙发放晚饭，居民们接过客

饭，脸上洋溢着笑容。13日上午 9时
许，任洪芬一家四口接到通知后，来

到石化街道防汛安置点。听闻每个房

间要选出一个房长，任洪芬自告奋

勇。“房长要配合做好管理与服务工

作，如果有人身体不适或有其他情
况，我会及时向上反映。”任洪芬说。

虽然“灿都”的来袭让原本居住在危房

内的居民们临时聚集在了一起，但安置点内
的防疫措施必不可少。“我们还配备医护人

员提供居民医疗健康问诊需求，实时关注居
民们的体温并记录身体情况，如有异常，需

要到临时留验区进行隔离观察。”冯佳栋说。

尽管有过五六次的防汛安置经历，冯佳

栋对于工作仍未有怠慢。从早上 7时开始，
他就在安置点内忙前忙后。工作台账上，详

细记录了每一名居民的情况。“我们作为基
层的工作人员，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确

保辖区内居民们的安全。”冯佳栋说。

本报记者 屠瑜 实习生 陈佳琳

    台风来势汹汹，市民的“米袋子”还安否？

记者昨来到松江最大粮食镇叶榭镇查看。
“早熟品种‘松早香一号’前期天气好的

时候，已经收了两成。”眼前正是早稻丰收时
节，叶榭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盛姬边走边

向记者介绍，叶榭镇今年粮食种植面积达
36590亩，仍旧是松江水稻种植面积最大的

街镇。其中，早熟品种松早香一号种植有

3668亩近日已经进入成熟季。
成熟期遭遇台风是否会受到影响？盛姬

介绍，因为“松早香一号”茎秆结实，具有一
定的抗倒伏性，从目前来看影响不大。而今

年整个早稻生长期，因为阴雨天少，阳光充
足，且基本没有出现过高于 38摄氏度的极

端高温天气。同时，产量形成的扬花灌浆期
没有遭遇大风，根据目前采收的早稻来看，

粮食亩产量有所提升。“以往一亩地的出米
率在 550斤至 600斤，今年达到了 660斤至

670斤。”盛姬说。
中晚熟品种是松江粮食生产的主体。面

对来势汹汹的台风，中晚熟品种是否能够安

然抗台？“目前中晚熟品种有五成处于灌浆

中晚期，这部分台风天影响不大。”盛姬表
示，对于另外五成处于扬花期和灌浆早期的

水稻来说，如果接下来的风力骤紧，中晚熟
品种可能会遭遇侵袭，影响水稻授粉，从而

一定程度降低稻穗的结实率。
农业生产需要天帮忙，也需要人努力。

盛姬介绍，9月 13日一大早，镇农业服务中
心 10名工作人员兵分四路，下到田间地头，

指导主要农作物生产农户和单位抗台减灾。
“一旦沟渠的水位超过一半，与农田中水位

持平时，就要组织沟系积水排涝。”盛姬称，
控制沟渠积水排往内河的泵房目前已经检

修到位，以保障及时排涝需要。同时，将积极

协调水务部门，预降内河水位。
粮食生产关系市民的“米袋子”，据了

解，作为沪上重要粮食基地的松江区，今年
水稻生产面积稳定在 15万亩左右，其中早

稻有 9287多亩，预计总产量将达 4600吨。

早稻的安全生产，将为全年粮食生产打下坚

实基础。 通讯员 李谆谆 本报记者 杨洁

    受台风“灿都”影响，位于上海东南角的

临港新片区风大雨大。由于在建项目较多，
此次临港迎战台风压力不小。为保证各类工

地临房、危房简屋内的人员以及一线堤防外
人员的安全，基于前次台风应对经验，按照

“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求，指挥部提前部
署新片区内所有在建项目负责单位进行预

撤离人员信息统计工作，并同时安排临港高

校、临港公交公司与相应单位进行对接，保
证撤离指令发出，对相关人员的转移安置工

作能够迅速、高效地开展。
昨天一早，市防汛指挥部发布防汛防台

II级响应指令，临港新片区准时启动人员的
撤离转移工作。截至昨天上午 11时，新片区

范围内 442个建设项目的 34099名建设工
人全部完成转移。此次设置统筹安置点位 6

个，其中高校 3个、企业场所 3个，统筹安置
撤离人数 16426人，各建设单位自行落实安

置 17673人。
记者来到了上海电机学院临港校区安

置点，该校负责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
司、中建一局 3家单位共近 800名工人的安

置任务。正值电机学院开学的第一天，学校

体育馆正式接收第一批入住人员，中午完成

入住，共计 560余人。
当“开学日”遇上“台风天”，如何保证转

移安置和日常教学互不干扰？午饭时间，校
方和建设单位、管委会干部碰头开了短会，

不套近乎只聊干货，逐一核对安置转移工人
需要解决配合的问题。上海电机学院总务部

主任朱健指出，要在场馆内外充分做好安保

工作，保安加派人手以保证学校保安 24小

时巡逻监查。还对各入驻单位发出严格要
求，并做好三餐和物资供应，以保证安置人

员在校期间只在安置点内活动，足不出馆。
在电机学院安置点，记者还看到了体温

测量点、发热人员临时观察点、医疗点，芦潮

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 24小时值
班为安置人员提供医疗服务。此外，安置工

人每人都要签订安全和疫情防控健康承诺
书，保洁阿姨 24小时在岗打扫卫生，每天早

晚进行消杀。“既要遵守疫情防控的要求，又
要遵守学校的封闭管理规定。我们服务保障

好这些安置工人的同时，也努力不打扰到学

生的正常生活。”朱健说。
本报记者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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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最大粮食镇农服人员下到田间地头指导

防侵袭：确保“米袋子”无虞

上海电机学院临港校区接收安置近 800名工人

平稳开学与防台风“两不误”

“12345”热线 18小时内接到台风相关诉求 523件

聚焦：物业维修、防汛、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