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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上海

的道路照明灯具正在进行节能改

造。记者从市住建委获悉，上海将

于2023年基本实现全市道路照明

LED灯具全覆盖。改造完成后，全

市每年可节约用电量约3.5亿度，

按照3000度电等效1吨标准煤计

算，相当于每年节约11.7万吨标准

煤，降低3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据统计，上海道路照明设施总

数约82.54万盏，年用电量约7.8亿

度。其中约70.14万盏光源是高压

钠灯，占总数的85%。“高压钠灯相

比于新型的LED光源存在耗能高、

使用寿命短、显色指数低、光效昏

暗等缺点。”市综管中心照明科尹

伟告诉记者，存量的高压钠灯大多

数超过了使用年限，近几年上海新

建道路照明设施均采用LED灯具。

根据《上海市推进道路照明设

施节能改造三年行动计划（2021-

2023年）》，上海三年计划更换LED

灯具约70.14万盏，其中结合架空

线入地和杆箱整治更换1.8万盏，

基本实现全市道路照明LED灯具

全覆盖。未来，上海道路照明设施

的能耗情况，还将接入本市道路照

明设施管理信息平台，在建立相关

考核机制的同时，方便运维人员及

时找到耗能原因。

今年6月，市综管中心分别对

逸仙路高架近军工路段75套灯

具、同济路高架近海江路段63套

灯具进行LED灯具改造试点，对改

造效果进行照度检测，对单灯智能

控制进行调试等，为全市大规模改

造的推进开展项目试点。尹伟说，

2022年，上海将完成约 25万盏

LED灯具的更换，完成全市高架快

速路、越江桥隧、下穿地道、市管公

路照明设施改造，区管照明设施改

造完成量不低于辖区内设施量的

25%。

记者获悉，三年改造完成后，

上海的道路照明灯不仅节能减排

效果明显，还能降低养护维修成

本，提高道路照明质量。“新型LED

灯具的使用寿命是高压钠灯的4-

6倍，可以有效降低道路照明故障

率，减少道路照明报修率和投诉

率。同时，新型LED灯具的显色指

数是高压钠灯的3-4倍，可以有效

提高视觉清晰度，提升道路通行

安全，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尹

伟说。

明年底上海道路照明全用LED灯
每年可节约用电约3.5亿度

寒冷又坚硬。人们记忆中绵

延于格陵兰岛的海冰即使在夏天

也不会融化，有“最后一片冰区”

之称。但这个夏天，到访那里的

人们可以穿短袖衣衫了。在这个

世界最大的岛屿，冰雪融化的速

度正超出科学家预期：上个月，达

到了每天60亿吨——足以填满

720万个奥运会标准的泳池。

人们开始发现，气候变化的

影响远超想象，由此引发的自然

界悲剧日益频繁地出现在新闻

里。事实上，警钟早已敲响。若

干年前，一位摄影师就拍到一张

震惊世人的照片：一只远离了伙

伴的北极熊被困在浮冰的一角进

退两难。它们本是北极的王者，

在日渐变暖的环境下不得不为了

觅食而长途跋涉。

承受着代价的何止自然界。

今年夏天的欧洲，极端天气让所

有人心有余悸：英国的气温在7

月有史以来第一次突破40℃；流

经多国的水上大动脉莱茵河面临

干涸的境地；在斯洛文尼亚，野火

甚至还引爆了上百年前的老炸

弹……太平洋岛国的人们不得不

继续忧心自己的家园。在斐济的

塞鲁阿岛，每当涨潮时海水就会

涌入村庄，村民不得不搬迁自

救。根据一项研究，到2100年，

全球变暖或将导致约20亿人无

家可归，沦为“气候难民”。

气候变化已成为涉及环境、

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复杂议

题。每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

会，成为各方不同考量集中交锋

的“战场”。近年来围绕一系列气

候协议的争议说明，全球合作应

对气候变化仍然任重道远。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如果未

有效应对，“最后一片冰区”将不是

个例。多份科学报告揭示了严峻形

势：即使当前《巴黎协定》下所有无

条件承诺都得以兑现，到本世纪末

全球气温仍有可能上升3.2℃，将带

来更广泛、更具破坏性的影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把应

对气候变化称为“人类生死存亡

之战”。为了共同的未来携手努

力，还是囿于利益之争熟视无

睹？尤其对于负有历史和现实责

任的发达国家来说，气候之殇拷

问它们的良知。在应对真正的全

球性危机面前，答案是清楚的：人

们要选择“握手”，而不是“松手”；

选择“拆墙”，而不是“筑墙”。

酷暑“烤”验着外卖骑手、快

递小哥、保洁员等户外工作者和

新就业群体。中山公园商圈核心

位置的兆丰广场打造的“暖新巢”

新就业群体驿站近日亮相，推动

更多元的服务向新就业群体延

伸。“暖新巢”发挥户外职工爱心

接力站的功能，发放防暑用品、防

疫物资，为户外职工工作安全“保

驾护航”。

图为“暖新巢”工作人员为兆

丰广场户外保洁员陈阿姨送冰镇

饮料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暖新巢”
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 郜阳 实习生

计丹洁）上海“高烧”不退，让街上

行人锐减，申城无偿献血形势也面

临着“烤”验。据介绍，在春节后和

高温期间，上海的血液供应往往处

于“紧平衡”状态。上海市血液中

心呼吁，为亟待血液救治的患者献

出“一臂之力”，用热血去帮助需要

的人们。

为回馈“热血蒙面侠”们的爱

心，即日起至8月19日，在三丽鸥

主题快闪献血屋、三丽鸥全明星主

题献血车豫园点、酷企鹅主题献血

车人民广场点参与无偿献血的市

民，将获得上海市血液中心准备的

特别纪念品。上海市血液中心主

任何智纯表示，为鼓励年轻群体关

注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市血液中

心常年与社会优质资源合作，丰富

献血内涵，将无偿献血打造成“潮

流时尚公益”，至今已推出包括

HelloKitty、奥特曼、哔哩哔哩、小

王子等多个联动献血活动，受到

广大年轻献血者的欢迎。

记者还从正召开的第六届东

方输血医学大会获悉，我国现有

血站452个，固定献血点1646个，

已建成以血液中心、中心血站为

主体，边远地区县级中心血库为

补充，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

城乡、运行高效的血站服务体系，

血液安全水平已进入世界前列。

申城“高烧”不退，临

近中午，位于昌平路上的

静安区职工援助服务中

心里，迎来了曹家渡清道

班的几名环卫职工，她们

和往常一样喝水歇脚、降

温避暑，在户外职工爱心

接力站内休息调整片刻

后再继续工作。

这几天，职工援助服

务中心门口多了一个装

满大麦茶的水桶，环卫职

工、快递外卖小哥、交通

协管员等可自行倒取，

“之前我们装的是酸梅

汤，大家反映大麦茶更解

渴，所以我们立即更换。

上海连续高温，户外工作

者特别辛苦，希望能为他

们提供一点帮助。”工作

人员表示，因为进入职工

援助服务中心要扫场所

码，有的职工手机操作不

太顺畅，所以将水桶搬至

门外，“跨前一步”开展服务。职工

援助服务中心旁是一处核酸采样

亭，工作人员还经常“走出去”，将

冰镇矿泉水送到采样人员手中。

据介绍，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

背景下，静安区总工会将今年夏季

“送清凉”活动升级为“移动送”，倡

导各站点与周边户外职工积极建立

线上联系，已送出近千份矿泉水、盐

汽水等物资。

通讯员 黄竞竞 本报记者 江跃中

烈日炎炎何处觅清凉？芦恒

路枢纽站为环卫工人、绿化工人

等户外劳动者们提供了一个清凉

的“爱心小屋”。记者昨日现场了

解到，这个“爱心小屋”已服务了

七年之久。

这个“爱心小屋”就在芦恒路

枢纽站的公交车始发站边，内有

两间连通着的小屋，外面一间有

餐桌、椅子、饮水机以及两个双开

门冰箱，里面一间的案台上放着4

个微波炉。两个冰箱的“内容”不

同，一个门上标着“午饭”和“晚

饭”字样，另一个冰箱的双开门是

玻璃，里面放着一些包包，公交工

作人员说包里装着的是大家自带

的饭菜。

上南公交一分公司介绍，7年

前，这个“爱心小屋”只是公交工

作人员用餐和休息的地方。后来

看到附近的环卫、绿化工人等户

外劳动者有带饭习惯却缺乏清凉

处存放和休息后，便主动向他们

开放了。“公交公司没把我们当外

人，有了这间‘爱心小屋’后，我们

方便多了，舒心多了。”在附近从

事环卫工作的潘林群大姐感激地

说，“这个‘爱心小屋’里有空调，

还有饮用水提供。自己带过来的

饭菜能放在冰箱里，想吃时用微

波炉转一下，热饭菜吃起来舒服

多了。”

更让潘林群感激的是，这里

的驾驶员师傅们还时常与他们一

起分享冰镇盐汽水，帮他们降温

消暑，“这间‘爱心小屋’成了我们

一起把芦恒路枢纽站维持得更好

的一个‘连心屋’了”。

本报记者 罗水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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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面临“烤”验
希望热心市民献爱心

“2022年8月10日23时起，单车骑行畅骑卡无折扣价将进行调整。”

近日，美团单车发布的一条公告，引发不少网友关注。“美团单车宣布涨

价”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据悉，这是继今年1月哈啰单车宣布涨价

后，又一家共享单车运营商宣布涨价。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共享单车骑行价格上涨

新民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