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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来袭，

申城社区加强

应对措施。昨

天上午，长宁区

北新泾街道剑

河家苑居委会

的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来到小

区84岁独居老

人蔡全福（中）

家走访，提醒老

人注意用电用气

安全，并送上暖

心问候。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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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来袭，上海气温“断崖式”下降。相较于市区，沪郊
气温更低。极端天气下，如何确保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城市运行与农业生产如何保障？记者兵分多路来到沪郊各
点位，见证一道道“温暖防线”温柔筑起。

这两天，记者走访本市部分医疗机构发现，前来急诊的
多为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患者，不过医院急诊并没有
出现想象中的患者“暴增”现象。专家表示，根据往年经验，
一般在寒潮过后3—5天会陆续出现就诊高峰。

寒冬有暖意 独居不孤独社区

寒潮下的申城 ·以速动应对速冻

仁济宝山分院

近期患者数量翻倍

“从12月上旬开始，医院急

诊救治的心脑血管、摔伤、呼吸

道疾病患者数量已经翻倍。寒

潮来袭后，医院积极应对，增加

了接诊和发热门诊的医务人员

力量，畅通急诊—急救—DSA/手

术室绿色通道，应对各类突发事

件。同时，配备了带有软垫的平

车、轮椅、24小时热水。”仁济宝

山分院的急诊医生告诉记者。

记者看到，留观的患者多为

老人。一名65岁的老伯被120

急救车送来医院。其家属告诉

记者，老伯患有高血压，平时身

体还算硬朗，但这天在家突然头

晕，饭后竟晕厥过去，家属赶紧

拨打了急救电话，将他送到医院

急诊。“晕厥分类中，包括心源性

晕厥和神经血管性晕厥。我们

的神经内科医生为这名患者预

判性地做了冠脉CTA及头部

MRA，发现患者可能存在多发脑

血管及冠状动脉血管狭窄。”接

诊医生表示。经过心内科和神

经内科的联合救治，老伯逐渐恢

复，并打算后续植入心脏支架。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警惕一氧化碳中毒

作为浦东地区的区域医疗

中心，浦东新区人民医院的急诊

内科、发热门诊人头攒动。受极

冷天气影响，时不时可以见到心

脑血管意外及慢性支气管炎急

性发作的患者被120救护车送到

医院后进入抢救室。急诊医生表

示，老年人及患慢性心脏病、高血

压等基础疾病的患者尤其要注

意，如果有胸闷、头晕、眼前发黑、头痛等症

状，不要随便吃药，应及时就医，有些也可及

时来院重新调整药物服用方案。

“为了减少患者就诊的等候时间，我们

加大了相关科室的支援力度，在急诊内科区

域及发热门诊区域分别设置了夜门诊加强

班，呼吸科门诊出诊医师也由原来的2位增

加到了3位。此外，医院中医科很早就设定

了感冒协定方，部分呼吸道疾病患者被分流

到中医科，中西医结合治疗帮助患者更快从

咳嗽、发热中‘解脱’。”门诊办公室主任、急

诊与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张黔说。

最忙碌的当数儿科门急

诊。数据显示，儿科门急诊最近

的接诊量居高不下，保持在700

人次上下，较往常增加了50%左

右，主要还是流感、支原体肺炎

及其他病毒性感冒。

为了避寒，郊区时常有人会

使用炭盆取暖、煤球取暖的方

式。张黔提醒，此举非常不可

取，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急诊与重

症医学科每年都会接到被救护

车送来的一氧化碳中毒患者，通

常是全家一起中毒，有的送来时

已没有生命体征，有的即便送医

后捡回一条命，也因昏迷时间过

长而损伤脑部，带来一辈子的遗

憾。因此，要合理使用取暖方

式，注意通风，警惕一氧化碳这

个冬季的“隐形杀手”。

金山医院

骤冷易致病情危急

地处远郊的复旦大学附属

金山医院，急诊就诊人数日均增

长超过30%。“在气温骤降的天

气里，一些疾病患者更容易出现

危急的情况，需要及时就医和治

疗。”医院急危重病中心张琳医生

告诉记者。例如，有一名48岁的

高血压患者像往常一样散步却突

发胸痛，幸亏被及时送到医院抢

救，经诊断为急性心梗，植入冠脉

支架开通血管后转危为安。

寒冷空气会刺激呼吸道，导

致哮喘和慢阻肺患者的症状恶

化。金山医院接诊了一名哮喘

患者，其在寒风中走了很长一段

路，结果引发严重哮喘，差点窒

息。院方透露，最近急诊上呼吸

道感染和肺炎的病人也明显增

多，其中肺炎支原体和流感病毒

感染最为常见。因此，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在

寒冷季节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

出，应戴上口罩，避免呼吸冷空气。

采访中，记者发现，虽然近期申城医院

门急诊患者的数量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是

急诊尚未因寒潮的到来而出现“爆棚”现

象。专家解释，这是由于寒潮带来的影响有

一定的“滞后性”，慢性疾病的急性加重有一

个过程。预计下周医院急诊会陆续迎来一

小波就诊高峰，到时候才是真正的考验。

本报记者 左妍

闵行区浦江镇

红糖姜茶暖手暖胃

在闵行区浦江镇，浦航五

居委、瑞和雅苑二居委等联合

物业，提前一周通过宣传栏、电

子屏、朋友圈和业主群等载体，

向居民发送温馨提示。永康十

居民区贴心地为楼道门把手裹

上一层“暖意”，让居民感受到

“指尖上的温暖”。

欣佳宝邸居委冬季绿化养

护专项行动井然有序地开展，

物业采取树干包裹的方式为怕

冷的植物穿上“冬衣”。浦江馨

都居委、永康六居委等针对小

区公用供水设施设备、水泵房、

消防设施等重点区域、重点部

位，尤其对高楼层水箱水管暴

露在外的薄弱环节进行全面检

查，确保户外管道全部“穿上棉

衣”过冬。

在永康十居委筹备组管辖

的建发浦上湾小区，物业制作

了一杯杯红糖姜茶赠送给小区

居民。“您好，请喝茶，暖暖手暖

暖胃！”“谢谢你们！”“茶坊”前，

暖意融融。

上海市松江社会福利院

热乎饭菜配送上门

寒潮来袭，如何让老人温

暖过冬？记者从上海市松江社

会福利院了解到，福利院围绕

衣、食、住、康养等方面采取了

一系列防寒保暖措施，全方位

关爱“老宝贝”们。

记者来到福利院时，不少

老人正在公共休息区看电视，

室内空调已开启制热模式。“老

人的棉衣棉被都是经过洗晒提

前更换好的，我们还额外备了

很多厚棉被，如有需要就及时

添加。”护理部主任李丽告诉记

者，福利院内住着一些有认知

障碍的老人，他们的生活自理

能力较其他老人更差，有时会

拿错衣物，在寒冬时需要更多

细致的照料，因此已为他们分

类整理好防寒衣物，以便随时

拿取。

百叶丝狮子头、蒸南瓜、炒青菜、菌菇

汤……中午，工作人员推着餐车，为老人分

送餐食。“我们的餐车能加热饭菜，将餐食

配送上门，保证吃到嘴里是热乎的。”李丽

介绍，菜单上还添加了冬令菜，包括红烧羊

肉、牛肉、乌骨鸡汤等，以增加老人抵抗力，

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

此外，医护团队也严阵以待，加强对

老人血压、血糖的日常监测，增加查房频

次等。

金山区金山卫镇金卫村

排摸修缮老旧设施

“晚上降温，门窗都关关好！”

“阿婆我把手机号留给你，有情况可以

给我打电话。”

前天下午，面对寒潮来袭，金山区金山

卫镇金卫村组织村网格长、平安志愿者上

门走访辖区村民，提示做好保暖工作、注意

用电安全。不少独居老人等特殊困难群体

还收到了村委会的暖心慰问。

金卫村是典型的“城中村”，外来人

口多、基础设施老旧，同时大

部分房屋出租，特别是2组区

域属于动拆迁范围，情况更为

复杂。

为了减少极寒天气可能带

来的安全隐患，金卫村组织人

员排摸修缮辖区广告牌和老旧

设施，并对裸露在外的管线水

网等统一作防冻处理。针对行

动不便的老人，重点提示他们

做好蔬菜等物资储备，尽量避

免极寒天气出门采购。“目前村

委会落实了24小时值班值守制

度。村民遇到问题也可以通过

‘微格治理’智慧平台上传反

馈。”金卫村党总支书记谭艳英

表示。

临港新片区

“司机之家”温暖港湾

气温骤降，临港投控集团

以“速动”应“速冻”，多措并举

打出应对寒潮“组合拳”，保障

临港新片区城市运行。

寒潮来袭前，临港投控集

团旗下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对

老旧小区、大型社区型住宅项

目内的公共部位、外露供排水

管和室外消火栓等设施设备

的防冻保暖措施进行仔细排

查、加固包扎，保障市民用水

安全。

集团旗下公交公司第一

时间加强车辆全面维护和防

寒性检查，减少车辆在恶劣天

气下的故障率。在临港集卡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13.3万

平方米场域内的690个停车点

位加强巡逻，提前设置明显警

示标识。在“司机之家”内告

示栏张贴安全提示，并用大屏

放映寒潮预警视频，强化应急

值班值守，保障“司机之家”全

天候运营，免费提供暖心姜

茶、暖宝宝、一次性雨衣等御

寒用品。

在洋山深水港，临港投控

集团旗下电力公司加强电网调

度和运维管理，科学安排港区

电网运行方式，确保电气设备

工作正常，并对重要用户开展

预警提示。

崇明区

加固棚舍保障运输

为降低低温冰冻对冬季农业生产带

来的不利影响，崇明各农场开始加固蔬菜

温室大棚、畜禽圈舍和水产养殖大棚等，

并准备及时清除积雪，科学调控温度，增

强保温抗寒能力。养殖业单位正在开展

强化幼崽畜禽保育、饮水系统防冻和饲草

料储备调运等措施，并提高养殖池塘水

位，适时破冰除雪，将不耐寒养殖品种转

移至温棚（室）。

据了解，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崇明相关

部门将派出技术人员到生产一线调查了解

灾情，指导农民因时因地因苗落实好防寒

抗冻措施，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实际困难，及

时抢收当季蔬菜，保障市场供给。此外，将

加大生产过程监测，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加强与交通部门沟通，采取有效措施确保

农产品运输道路畅通。

本报记者 鲁哲 杨洁 屠瑜 杨欢 李一能
通讯员 闵轩 朱颖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