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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 全力保障供排水

浦东新区供排水中心携手供排水行业企业，
全力“备战”，积极应对低温雨雪天气，保障城市
正常平稳运行。中心持续充实抢修力量，组建完
成应急抢险队伍。加强供排水联动和泵站运行
调度，密切关注防汛泵站运行水位，加快处置自
来水爆管等各类突发事件造成的道路积水。
在浦东主要街区，设施设备巡检正有序推

进。工作人员深入排查设备、管线，强化管网、
桥管、阀门、水表等设施设备的巡查和维护，检
查裸露管道及相关仪器仪表等易受冻部位的
包扎情况。对部分易冻害区域安装水表保温
套，排除潜在隐患，全力降低寒潮风险。同时，
集中疏通餐饮集中区域污水管网，防止因气温
降低，污水管内油污结块导致排水不畅。
此外，浦东供排水行业还通过微信公众号

推送、告知书等形式，持续向公众传达防冻保
暖常识。 本报记者 宋宁华

静安 包干分块消隐患

静安区芷江西路街道城市综合行政执法
中队迅速行动，部署安排应急响应举措，保障
辖区内商户和居民的生产生活安全。

街道城管中队采用“包干分块式”方式实
时更新店铺底数，组建后勤保障工作小组，做
到目标明确、人员明确、责任明确，不断提升中
队应急处置能力。

根据气象信息及时调整现有勤务模式，加
强值班值守工作，重点对辖区内背街小巷、高
架桥洞内滞留的流浪人员进行仔细排查，安排
有需要的露宿人员避寒。

街道城管中队充分利用商户微信群，广泛
普及防灾避灾常识。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来临
时，及时提醒沿街商户和相关人员注意店招店
牌、户外广告设施安全，加强防范，增强自我保
护意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通讯员 王文瑛 记者 江跃中

普陀 防寒接种两不误

在不影响疫苗接种进度的同时，普陀区长
寿路街道为辖区阿姨爷叔们开启抗冷暖心措
施，确保防寒、接种两不误。
“这里面真暖和呀，我还担心一撸袖子冷

得慌呢。”老人们一走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一股暖流就扑面而来。为了能让老人们不
受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早早就打
开了空调，还增设了一台室内取暖器。
“天气降温了，阿公要多穿一些，来把暖宝

宝贴上一些吧，更暖和。”“阿婆，来喝一些热水
吧，天气太冷了，拿着也能暖暖手。”浜北居民
区为老人们搭建起帐篷或联系了第三方场地，
为老人搭建保暖留观区，同时，还为老人们准
备了暖宝宝和热水，协助取暖。同时，街道安
排的短驳车在出发去接老人前，会提前打开车
内空调，让老人体会“上车也暖，下车也暖”。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崇明 为羊宝宝暖产房

崇明区18—19日早间最低气温达到-6℃左
右，有严重冰冻。今天平均气温预计接近-3℃，或
将接近30年以来12月中旬同期的最低纪录。
崇明各农场针对寒潮提前采取了防范措

施。万禾农业提前给羊舍产房加温，堵住漏风
口，并派人连夜值班看护，确保寒潮中诞生的羊
宝宝平安。
崇明由由中荷现代农业创新园的恒温大棚

内，锅炉和水循环系统将温度锁定在最适宜植物生
长的26℃。温室外，400亩果蔬大部分也被薄膜大
棚覆盖，已经做到了提前关棚、施肥、浇水。而种植
在室外的梨树提前在根部覆盖上了秸秆，如同“穿
上秋裤”避免树根被冻伤。
崇明区已要求各农业单位加强越冬作物田

间管理，做好露地蔬菜和果树防冻除雪准备，指
导农民及时清沟理墒、排涝降湿，预防并减轻灾
害影响。 本报记者 李一能

金山 大棚蔬菜也“添衣”

金山区朱泾镇各村农户纷纷为大棚蔬
菜“添衣”保暖，防范低温冻害。多路农技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户及时抢收可
上市蔬菜，详细向种植户讲解应对寒潮天
气的相关措施，确保冬季蔬菜稳产保供。
在慧农村的金山最大育苗基地，上海

翰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春涛的电
话响个不停，“大热天和大冷天基地里的苗
就会更紧俏些，一些合作社由于没有恒温
设备，种子播种后，出苗率很难保证”。为
了确保加温系统正常运行，基地启用二道
棚膜，同时，通过锅炉加温系统，经风管输
送暖气，来保证植物的生长。相比绿叶菜
苗，茄果类苗种没那么耐寒，工作人员已经
在育苗大棚内安装了LED植物补光灯，每
日按植物作息进行补光。

本报记者 屠瑜 通讯员 殷洁如

青浦“气象先知”显身手
通过对气象数据的科学分析，预判灾害天

气发生时间。同时，预警机制联动职能单位，
提前启动应急处置措施。青浦区通过开展智
慧气象精细化管理先知系统建设，推动气象数
据与城市综合治理大数据共融互通，点亮防灾
减灾前沿的“预警灯塔”。
“气象先知”系统通过整合雷达和地面观

测站，畅通数据交互渠道，形成资源丰富、信息
精准的海量“数据池”，随后，将经过梳理汇总
的数据信息建立成面向城市管理各系统的“气
象智能插件”，为城市运行管理提供的气象城
市“生命体征”和风险预警信息。

此外，气象部门通过与应急联动中心的跨
部门数据共享，实时获取气象类的市民110报
警结构化数据，并引入灾情分析研判的业务流
程中。

本报通讯员 张强 记者 杨欢

结冰了！“冻人”一线 他们为申城添暖

在多媒体灯彩艺术的创
新加持下，书卷中的《山海经》
宇宙将跃然于豫园商城，一幅
梦幻的上古神话图卷“山海奇
豫记”在亭台楼榭之中徐徐展
开……以“山海奇豫记”为主
题的豫园灯会于本月26日亮
灯，跟着游园地图手册，便能
嗨玩一整天。

2、5、7号门及晏海阁门
头分别以翠点春妍、夏荷卷
雨、红枫涵碧、晴雪和煦四季
节气中经典景色为背景，由
《山海经》中四季神迎客。市
民可以穿过门头的光影通道，
迎接美好的新年，开启徜徉山
海的奇幻旅程。
正章开篇，代表着“五福”

的五种瑞兽兔子、喜鹊、狗、乌
龟、蝙蝠现身黄金广场，组成
五喜乐队，奏响安康喜乐。江
南丝竹音乐缓缓流淌、声声入
耳。舞台对面挂满祈福挂件
的黄金树，承载着人们美好的
新春祝福。
转入中心广场，玉兔东

升、银辉万里，呈现盛世天下
的家国景象。鲲化为鹏，跃入
星海，满载着国人的飞天梦直
上云霄。月宫中的兔子正以
飞天之姿，好奇地观察着一跃而上的鲲。云海
之中，星辰流转，此刻兔子与鲲鹏相遇的一瞬定
格，昭示着中国人追逐飞天梦想的历史进程。
九曲桥头，巨大的薲草装点奇境入口，登临

九曲仿若穿越时空，进入神州冥海的上古的奇
幻世界。湖面与周围亭台水榭的景致融为一
体，当康、腓腓、应龙、神鹿点缀其中，构造一个
瑞兽闹新春的奇幻现场。
今年灯会还将推出节日主题互动内容。中

心广场每晚举行亮灯仪式，还原古时上元节亮
灯盛况。典仪官开场唱和，开启仪式，燃灯嘉宾
触动辉光之镜，千灯启明，交汇成一片璀璨的灯
海，山海奇景赫然显现……
伴随“玉兔东升、鲲鹏万里”主灯组被点亮，

舞者立于鼓上，翩跹而出，红袖翻飞，以舞蹈《星
灯耀梦 红袖翩跹》开启亮灯仪式的演艺内容。
广寒宫的玉兔下凡，交织柔美轻盈与热烈欢脱
的舞步，具象化呈现《玉兔出宫》的绮丽生活；两
位《河州神女》宵明与烛光降临，素衣荷裳，如云
梦般空灵；国风男女舞者跳着飒爽的爵士舞，
《梦回山海》与《逸气凌云》带给市民美轮美奂的
视觉享受。
豫园灯会购票入场时间为2022年12月31

日至2023年1月2日，2023年1月22日至28
日，2023年2月1日至5日，今开启线上售票，线
下售票将封闭运营期间开启售票。元旦、春节
及2月1日至4日票价为，成人票50元/张，儿童
票30元/张；2月5日元宵节当日，成人票80元/
张，儿童票50元/张。 本报记者 杨玉红

带
你
赴
一
场﹃
山
海
奇
豫
记
﹄

豫
园
灯
会
将
于
本
月
26
日
启
幕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记者从上海海关获
悉，今冬上海口岸首批海运进口车厘子在上海
海关所属洋山海关“7?24”预约通关制度保障
下，目前已顺利完成全部查检工作后被确认放
行。据透露，这批智利进口车厘子共计2970吨，
在安全便利通关后将被运往上海及周边省市各
大水果市场，为国内消费者送去舌尖上的甜蜜。
近年来，智利车厘子逐渐成为中国人年底

春节前的“老朋友”。为保障国门生物安全和进
境水果食品安全，洋山海关严格执行进口水果
查验的各项要求，现场检查是否携带有害生物、
核对植物检疫证书；推广智慧动植检平台，严格
开展进口水果安全风险监测等后续监管措施。
“洋山口岸进口水果的便捷通关给予了我

们极大的便利，受国内市场需求上升及智利车
厘子增产等叠加因素推动，今冬上海口岸进口
车厘子总量预计在9万吨左右，比去年增长
40%。”上海惠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报关部经理
徐真向记者介绍。

智利车厘子
享通关便利

连日来，大举南下的寒潮席
卷申城，对民生保障、城市运转
与农业生产等领域构成严重挑
战。冷空气全面压制下，今天早
晨中心城区最低气温-4℃，有冰
冻；郊区-6℃至-4℃，有冰冻或
严重冰冻。明天早晨依然天寒
地冻，中心城区最低气温-2℃，
郊区气温会出现本次寒潮过程
最低值。寒潮这次是“冻”了真
格，不过还好，有人做足了提前
备案，有人在岗位上严阵以待，
更有人冲锋在“冻人”一线，自己
挨冻，为百姓添暖。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记者今天上午从市水
务局获悉，虽然此次寒潮堪称“霸王级”，但截至今
天早上7时，上海仍没有水管或水表被冻坏的情
况。这已是上海继去年“霸王级寒潮”中没有水管
或水表冻坏的情况后，再次出现的暖心情况。而
在2020年12月29日到2021年1月10日期间，全
市冻坏水表曾一度约达6万个。
统计数据显示，12月17日18时至18日7时，

上海各郊区水务热线共收到12345热线、110应急
联动中心派发的市民关于水管漏水工单只有5
件，虽然这个数量比平日的3件略高，但经承办部
门现场核查反馈发现，均属于日常管损，不属于本
次降温导致的爆管。
据了解，为保障市民正常用水，上海水务部门

建了供水安全保障监管系统，从基础设施、管网分
析、供水服务、原水水量、制水水量、原水水质等方
面进行监管，上海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也24小时
监测，随时准备捕捉水管水压异常情况，并与相关
职能部门联合，及时甚至提早采取针对性举措。
此次“霸王级寒潮”来临前，上海水务部门一

直在密切注意气象变化中，不但按照行业应急预
案要求，加强检查和隐患排查力度，也提前安排了
数以千计的供水抢险救援队伍和27.9万个水表等
充足物资随时准备应急处突。同时，水务部门也
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站、营业网点立体式发布便民
提示，提高居民防寒抗冻意识。
有关提示除了引导用户关闭门窗、排空水管，

用棉麻织物为暴露于公共楼道内或公共区域的水
管水表“穿衣戴帽”保暖外，还特别提醒：对已经被
冻住的水龙头、水管，千万不要直接用开水烫或用
火烤——可用温毛巾敷在水龙头上面，再用不高
于30摄氏度的温水，慢慢冲淋化冻，“如果浇至水
管处，仍不见水流，说明水表也冻住了，同样可以
先用温毛巾敷在水表上，再用温水慢慢冲淋解冻，
也可以用吹风机来回吹水表及周边管道”。
水务巡查人员在巡查中发现，裸露在外的水

管或水表都已“穿衣戴帽”，公共楼道窗户，没有彻
夜打开的情况。

水管水表扛住了
“霸王级寒潮”

▲ 今晨7时许，
在市中心复兴公

园的一处流水假

山景点，一夜的滴

水结成了一串串

冰挂，晨练的市民

“随手拍”难得的

冬景

杨建正 摄

▲

申城气温骤降，一个

快递员用塑料袋作为手套

御寒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金山区朱泾镇，上海翰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苗保温

本报记者 陶磊 通讯员 徐欢 摄
▲ 今晨，室外温度降至零下，浦东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一大队世纪大道女警中队民警黄琳璐在路中指挥交通

本报记者 张龙 通讯员 王磊 摄
▲ 新世界城垃圾处理站出入口，工作人员铺上麻袋，防止路面冰冻后车辆和过路行人打滑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今冬首批近3000吨抵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