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塘巡查人员只睡了半小时
今天8时30分许，记者来到金山区车客

渡码头，现场风急雨骤，浪高涛急，雨伞难以

支撑，风雨中站立不稳，雨水随风拍打在脸

上，睁不开眼。记者注意到，有一队身着雨

衣、戴着头盔的海塘巡查人员正迎着风雨在

海岸线旁巡视。

上海市金山区海洋海塘管理所工作人

员朱纪新告诉记者，从昨天到今天，他们巡

查人员被分成2拨，每拨5人，每隔2小时要

巡查一次24.08公里的主海塘。昨天16时左

右就劝离海塘外人员30多人，让他们尽快离

开。巡查过程中，还要马上处理树木倒伏，

从早上7时30分到现在主海塘上断倒树木

就有五十株左右。朱纪新昨晚到现在只睡

了半个小时，“防台防汛是大事情，心里有事

情，放心不下，也睡不好”。

“只要一个没走，我们就不撤”
昨天13时起，金山区石化街道东村居民

区开始居民撤离工作。金卫3组社区大喇叭

不断循环播放着撤离通知。

“只要一个没走，我们就不撤。”东村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邓海斌告诉记者，该区域地

势低洼，房屋年代久远、结构脆弱，给居民群

众生产生活带来威胁，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居民以租客为主。接到转移命令后，居委会

干部、派出所民警、城管、民兵等一起，按照排

摸名单，挨家挨户上门动员，将群众转移到安

置点，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居民区还为一些高龄等特殊困难群体，

安排了附近的酒店。住在东村居民区海光8

组的代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代先生因为生病

身体瘫痪长期卧床在家。对于这次撤离，他

原本非常抗拒，认为自己家的房子没有问

题。居委会干部徐晓群上门做了一个多小时

的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诉他撤离

是为了他的安全，过几天就可以回来了。最

后在民兵和警察的帮助下，终于把他安全送

到了酒店。

“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解决”
做撤离工作，需要有耐心。同样，昨天下

午4时许，租住在金卫3组的蔻阿姨，坐着轮

椅，被家人、居委会干部干秋逸、民兵护送了

出来。起初她也不愿意走，前一阵，蔻阿姨发

生交通事故做了手术，三天前刚做完二次手

术取出钢板。她觉得自己腿脚不方便，不愿

意撤离。邓海斌就把居民区提前准备的轮椅

借给了她。“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解

决。”邓海斌说。

昨天正巧也是撤离现场执勤的石化街道

综合执法队工作人员陈铭明的生日。“台风无

情，我们有爱，坚守岗位是我们的工作责任。

我正好趁这个机会，把对工作的坚守，作为一

份生日礼物送给自己。”陈铭明说。

昨天18时，东村居民区944人全部撤离

完毕，其中880人由居民区动员以投亲靠友或

住旅店方式自行安置。但位于金卫3组社区

大门旁临时指挥点的灯依然亮着，24小时的

值守仍在继续。

本报记者 屠瑜 见习记者 陈佳琳

巡塘一刻不放松，
转移一个不能漏

金山区

沿海地区风大雨急，树木倒伏
今天上午，“贝碧嘉”在浦东临港登陆。虽然并未

直击奉贤，但也能明显感受到这场强台风巨大的威力。

上午8时，记者驱车从奉贤新城出发，赶往地处沿

海区域的海湾镇。能够明显感受到，每离海岸线近一

些，风雨就更猛烈一些。沿路上开始还只有一些残枝

败叶，但当接近海边，就发现有许多树木倒伏。在奉炮

公路近海泉路，记者看到一棵行道树倒在了道路当中，

民警正在现场处置，将倒伏树木抬起搬到路边。奉贤

分局海湾派出所教导员俞刚告诉记者，今天上午他们

已经处置了15棵倒伏树木，民警准备了切割树枝的工

具，如果影响交通的倒伏树木比较小，就直接用人力搬

到路边，但若树木较大，就会呼叫相关部门用吊车前来

处置。

“截至目前，还没有发生特别严重的安全事故，民

警、协警全员在岗，不间断开展巡查，随时准备应对台

风带来的突发情况。”俞刚告诉记者，今天上午民警加

大了对重点区域的巡逻力度，例如在建工地、高层建

筑、赛事场地等。

熟门熟路安置种植户养殖户
昨天18时，记者来到位于奉贤海湾旅游区渔人码

头下沉式广场安置点，20名附近企业的职工已经被送

到此处避险。由于奉贤历来是本市防汛抗台的重镇，

每次台风来袭，比邻杭州湾的海湾旅游区都会成为首

批开展安置转移的区域，因此不论是周边群众，还是社

区干部都已经对应对台风来袭的流程非常熟悉。

据该安置点位负责人何婉童介绍，这一点位有

150个床位，因为提前采取了分流措施，今天只入住了

20人，都是附近海塘的种植户与养殖户。一名从事种

植业的钱先生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因为台风

被安置了。“过来吃顿饭，打会儿牌，睡一觉第二天就可

以回家了，所以也没啥担心，政府把我们安排得很好，

社区干部也很尽职，我们都非常感谢他们。”钱先生说，

因为被多次安置转移，已经和政府部门形成了默契，双

方配合得很好，安置工作也因此开展得非常顺利。

记者在安置点位看到，每间房间都配有空调，被褥

也已准备妥当，被安置居民只需要带着洗漱用品就能

入住，此外还设有医疗室、母婴室以及隔离单间，相比

往年人性化服务举措越来越多。何婉童表示，从一些

小细节就能看出一次次的安置转移让安置点也在不断

升级，除了以上改进之外，还首次采取了扫码登记，居

民们入住时无需排队登记，只要手机填写信息就能完

成这一流程，减少了登记时间。

把“每一次”都当成“第一次”
安置点的物资储备同样充足，准备了矿泉水、泡

面、蚊香等生活物资之外，还有不少常用药以备不时之

需。驻点医生告诉记者，昨天下午就有一位老人因为

没有带保心丸前来求助，提前准备的药品正好解了他

的燃眉之急。“希望不要用到，但我们要确保在需要时

能够有充足的储备。”

海湾旅游区防汛办副主任褚春明告诉记者，他是

奉贤本地人，也曾经是一名军人。在过去的二十年间，

每次台风来临，他都冲锋在第一线，只不过作为子弟兵

时是抢险救灾，而现在则是在处理台风来临前后方方

面面的事情。褚春明说，奉贤虽然是台风经常“光顾”

的区域，但他们从来不会因此掉以轻心，要把“每一次”

都当成“第一次”来重视和应对。昨天20时，群众的安

置工作早已结束，但海湾镇的防汛人员依然在巡查，防

止有居民返回住宅，随时待命处置各种突发情况。

本报记者 李一能

“政府把我们安排得
很好，社区干部也很尽职”

奉贤区

妥善安置集卡司机，
建筑工人全线撤离

临港新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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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战台风“贝碧嘉”，上海各区严阵

以待，以严密举措坚守抗台防线，减少

安全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宝山区 护送车辆过江
为确保恶劣天气下往来于浦东和

浦西的非机动车驾驶员安全渡江，今天

6时起，宝山警方启动极端天气交通处

置预案，增派警力至长江路隧道浦西逸

仙路、长江路，浦东港城路入口开启警

车分批护送非机动车过江措施。

为防止雨天路滑造成事故，宝山交

警安排警车在非机动车前后进行引导和

保护，控制车速在20公里/小时以内，并

在护送过程中不断进行安全提示，确保

非机动车在隧道内以安全速度通过。至

9时，宝山交警已护送非机动车5批次，

帮助约300余部非机动车安全过江。

浦东新区 转移近  万人
昨天8时，浦东启动全区危险区域

人员避险转移工作，至17时，完成全部

159700人（含临港四镇61309人）转移

安置。全区共启用避险安置点749处

（含临港四镇317处），其中集中安置场

所38处，安置8928人，分散安置场所

711处，安置150772人。

截至昨天14时30分，浦东共修剪

加固树木3001株，加固广告牌216块，

加固店招、店牌256块，解决树线矛盾

2351处，涉及74条道路。

黄浦区 排除交通隐患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获

悉，昨晚22时至24时、今天5时开始到

轮渡恢复为止，开放复兴路隧道，妥善

引导非机动车有序过江通行。昨晚23

时起，外滩景观区域关闭。南京路步行

街、外滩江堤上的公共广播不断提醒市

民游客，台风逼近，注意安全。

为应对台风“贝碧嘉”影响，黄浦公

安分局交警支队排摸梳理辖区历次短

时强降雨过程中明显积水路段，对大

桥、隧道、下立交等易积水区域交通标

志标牌、窨井盖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排

除交通安全隐患。

静安区 撤离危房人员
台风来袭，部分老旧小区房屋存在安全隐患。静安

区启动危房人员转移工作，昨天21时许，共和新路派出

所民警挨家挨户走访居民，安抚居民情绪，组织专门车

辆，按预定路线把居民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并帮助居

民搬运物品，保障安全、有序撤离。

昨天19时许，芷江西路派出所民警陈韡乐和党员辅

警李洋洋在巡逻过程中，向居民和店主详细讲解应对台

风的具体措施——着重提醒居民及时清理阳台杂物，防

止被风吹落引发危险，并告知商铺店主加固门窗，抵御强

风破坏。

杨浦区 排查易积水点
昨晚，杨浦交警三大队会同隧道股份养护部门对辖

区下立交、地道等易积水点开展排查。在五角场地道，大

队长李斌带领民警和养护人员仔细查看地道旁存放的挡

板、沙包等防汛防台物资。另一边，副大队长朱杰与养护

人员一起，使用专业工具对下水通道进行检查和疏通。

“台风天气期间要停止作业，确保安全！”昨天，大桥

派出所第三责任区警务队队长赵榴已是连续第三天到辖

区在建工地开展安全检查和提醒。杨浦警方提前对辖区

内的在建工地、商务园区和高空作业单位进行安全提醒

和隐患排查。

松江区 劝说船员上岸
昨天15时许，在泗泾镇的临时安置点内，建筑工人

陆陆续续入住，18时许，已安置200余人。安置点内提供

了饮用水，民警、辅警24小时在临时安置点驻守。

20时许，叶榭派出所民警在紫石泾水闸处开展风险

隐患排查工作时，发现有多艘船只停靠岸边。经核实是

船员在此处躲避暴雨，因船上有货物，不愿上岸。民警向

船员告知“贝碧嘉”台风来袭路线、时间和注意事项，历时

一个半小时，27条船上的59人全部被劝说上岸，民警帮

助船员加固缆绳后，将船员送至就近的临时安置点。

本报记者 宋宁华 郭剑烽 孙云 曹博文 见习记者

陈佳琳 通讯员 宋一江 杨公轩 陆泽昭 张嘉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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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打在身上如沙粒一般
上午9时许，记者在南汇新城海滩附近感受到，风声呼啸，

海浪翻涌，强劲的雨水打在身上像沙粒一般疼，眼睛都很难睁

开。风雨交加之下，树木剧烈摇晃，许多被吹断的树枝四处散

落，还有不少围栏被刮倒。浦东公安分局交警支队八大队大队

长陆康在方竹路塘下公路附近发现大量树木倒伏影响道路通

行的情况，随即在现场开展道路清障工作确保车辆安全通行。

“外面风好大，雨水从窗户缝隙渗进来了，怎么办？”直面

东海的人才公寓内，工作人员忙碌不停。许多住户反映，由

于雨势太大，水珠沿着玻璃窗户缝渗进屋内，造成地面积

水。人才公寓的管家连忙挨家挨户送上膨胀沙袋，并在微信

群内分享了使用毛巾堵住窗户缝隙以防积水渗入的办法。

“大家待在室内，千万不要打开门窗。有什么紧急情况，可

以联系我们。”临港投控科秀绿园社区物业负责人祝岚萍一上

午手机不离手。她告诉记者，台风来临前，已经多次提示住户

检查门窗是否关好、收起阳台物品。今早，台风“贝碧嘉”登陆

后，临港风大雨大。公寓物业、管家随时待命，确保住户遇到问

题时，能及时响应，提供帮助。

集卡司机及时接到通知
昨天20时，东海大桥采取封闭管理措施。集卡车以及司

机如何安置？在临港集卡服务中心司机之家，户外的停车场上

停满了集卡，许多司机在休息室、大厅、会议室等地方休息。

“原本还发愁不知去哪避一避，接到通知后来了这里，发

现有吃有喝，还能洗热水澡、吹空调。我就在这安安心心待

着，等台风走了，再送货。”今年41岁的马师傅是安徽滁州人，

当集卡司机已有10余年，常在苏浙沪一带运送货物。昨天，

他抵达芦潮港后，看到手机上推送的台风预警信息，随后又

得知东海大桥关闭的消息。一筹莫展之际，发现附近有个临

港集卡服务中心司机之家。停好车后，他在司机之家里吃了

碗热腾腾的水饺，跟家人打电话报平安。

记者了解到，一些司机原先在临时停放点停车，在车上或

临时工棚内休息。临港集卡服务中心派出专人劝导，通过公交

车接驳，将这些集卡司机统一送到集卡中心休息。

“我们通宵安置集卡司机，提供住宿、洗漱、饮食等暖心举

措，帮他们安稳度过台风天。”临港投控党政办副主任范建荣告

诉记者，目前集卡服务中心车位已饱和，停放780辆车。现场

区域已加强引导，同时已与交警及时对接情况。工作人员对停

放的车辆进行巡检，检查车窗是否关闭、发动机是否熄火。

据悉，已经有超过100名司机来到集卡中心，会议室、活动

室全部临时开放。集卡中心洗浴、如厕、餐饮服务一应俱全，空

调温度适宜。

建筑工人后撤6.7万余人
昨天开始，临港新片区对一线大堤沿线6座出海闸以及22

座雨水强排泵站进行检查。对高空作业及深基坑风险开展排

查，目前作业已全部停止。重点加固新片区432个在建项目工

地塔吊、脚手架、楼顶设施等。

外面风大雨大，临港地区的各个安置点内，井然有序。据

了解，临港新片区在建项目总数432个，其中148个项目现场施

工已完成，准备竣工备案；需撤离项目284个，需撤离人员6.7

万余人。目前整个临港地区已设置203个安置点，其中大多数

由开发公司自行安排在已建成楼宇内安置。属地政府安排托

底转移安置点6个，包括海洋大学、海事大学等，实际启用3个。

上海建桥学院体育馆安置点内，临港高校派出所民警讲

述着安全提示。与之前台风“梅花”来时不同，当时的校园内

没有学生，但此次，上海建桥学院安置点，既要确保安置人员

的安全，同时更要保障学生的正常生活不受影响。临港新城

派出所与校方提前进行沟通，制定更加人性化的应急方案，

将体育馆1楼划分为本校在建工地工人的临时区域，而2楼则

是安置外来人员，最大限度确保安置点的秩序井然。

本报记者 杨欢

迎战“贝碧嘉” 直
击

风再疾雨再大
一个人不能落

昨天至今天上午，本报记者分赴
临港、奉贤、金山，在迎风一线见证——

今天早晨7时  分前后，台风“贝碧嘉”在上海浦东南汇新城登
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级。本报记者兵分三路，从昨天下午
起在临港新片区、奉贤区、金山区三个迎风一线地区，直击这个    年
以来登陆上海的最强台风。转移居民、路面巡查、实时处置，在台风最
猛烈的地方，见证大自然的狂暴、人心的团结和温暖。

■ 今晨，受台风影响，金山区
沿海风雨交加，翻腾的海浪不
断拍击堤岸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

今天上午  时，虽然
临港依旧在疾风骤雨中，
但市政工人已经上街处
理紧急路况

本报记者 陈炅玮 摄

▲

奉贤区金海公路上有多棵
行道树被大风刮断或连根拔
起。奉贤区海湾派出所民警正
在处理倒伏在马路中央的大树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

金山区山阳镇自昨
天中午  时起，陆续转
移安置在建工地工人
    多人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