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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这两天，申城寒潮来

袭，各社区纷纷行动，为老

人筑起温暖的避风港。虹

口区的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日间照护中心等机构，

自 月7日起，开启了“暖”

服务模式，其中养老机构

和长者照护之家的短托照

护服务，为老人提供了更

多元化的选择。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

速，老年人对生活照料和

精神慰藉的需求日益凸

显。他们既不愿给子女增

添负担，又难以割舍对家

的眷恋。短托照护服务应

运而生，成为家庭养老与

专业机构养老之间的桥

梁。像三门路的长者照护

之家，是    年新开业的

养老机构，与江湾镇街道

市民驿站比邻而居，以其

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和喘息

式照护服务，有效缓解了

家属的照护压力。

然而，短托照护服务

要真正满足老年人需求，

还需在“短”与“护”上深耕

细作：短托之“短”，不仅在

于时间的灵活，更在于距

离的便捷。理想状态下，

老年人应在  分钟社区生

活圈内，就能找到提供短托照护服务

的机构；在“护”方面，除了基础的生活

照料和专业医疗护理外，更应针对失

能、失智老年人提供特殊照护，为患有

慢性病的老年人提供健康管理，让他

们得到全方位的关怀和照顾，提升生

活质量。

市民政局日前发布的《养老机构

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中，提出鼓励

短托照护常态化，这无疑为短托照护

服务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未来，短

托照护应成为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持续优化服务的供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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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蛇年首场寒潮来

袭之时，上海有“底气”确保电、气能源安全平

稳供应。

申能集团为上海市提供了本地发电量的

三分之一。气温大幅降温后，旗下申能股份

系统企业已科学调整机组运行方式，严格做

好安全风险管控，确保大风寒潮天气设备安

全。上海LNG洋山接收站迎峰度冬期间已接

卸LNG船22艘。就在昨日，随着停靠近两天

的公主号卸货近12.5万立方米，洋山“能源

岛”LNG储罐容量达到了冬季保高峰期间要

求阈值。上海燃气已安排了2000余名服务

人员24小时待命，配备的各类应急保障及检

修车辆达300辆。

蛇年首“冻”面前，国网上海电力迅速行

动，助力各行各业以“满格电力”跑出新春加速

度。目前，全市61个供电服务中心、3500余名

抢修人员和900余辆抢修车辆全天候待命。

确保“暖流”
跑赢“寒流”

上海电、气能源
供应安全平稳

全城行动应对蛇年首“冻”

昨天，蛇年首场寒潮携强风一路“奔袭”，上

海气温迎来“断崖式”下跌。

昨夜今晨，寒冷升级。但有一群“逆风而

行”的人，他们细化应对低温、大风等极端天气

的防范措施，保障市民群众生命安全。昨夜今

晨，记者兵分多路来到静安、松江、金山、嘉定各

区，见证一道道“温暖防线”温柔筑起。

贴心照料老人
一杯热茶暖心暖胃

清晨6时30分，静安区彭三社区食堂的灯

亮了。工作人员张莉一边搓着手打开空调，一

边将枸杞、桂圆、红枣等放入容量5升的智能熬

煮机。“咕咚咕咚！”水汽蒸腾出氤氲香气，一壶

食堂特调的健康养生茶新鲜出炉。这时，几位

老人经过，张莉热情吆喝着：“爷叔阿姨快来，拿

杯热茶暖暖手。”

上午8时许，静安区曹家渡街道老年人日

间照护中心也忙碌起来。护理员沈凤萍套上工

作马甲，烧上热水、洗净茶杯，为今天的工作做

足准备。不久后，85岁的宋阿婆坐着轮椅，在

家人的护送下进了门。为了御寒，她裹上了两

层外套，还戴上了帽子、围巾和口罩。

“阿婆，早上好，今天冷不冷呀？”沈凤萍一

边笑着问候，一边将老人搀扶到休息室的沙发

上，帮她脱去一层外套，盖在身上，并端上了一

杯热水。身体逐渐回温，宋阿婆看起了电视，眼

底笑意盈盈。

今天，虽然很多老人因天寒“请假”，但这个

近200平方米的日间照护中心还是迎来了3位

老人。负责人姚盈盈告诉记者，老人们通常中

午11时开饭，送餐员总会提前送来午餐，“这两

天，我们特意把饭盒裹在棉被里保温，让老人中

午都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上午8时30分许，彭三社区食堂的“家庭会

客室”里，近10位居民围坐在三四张方桌旁，七

嘴八舌地聊起了家常。彭三社区食堂负责人陈

文杰告诉记者，今天下午，食堂还邀请了近20

位附近居民共赴一场“幸福茶歇”，“我们准备了

养生粥、玉米粥和暖宝宝，希望能让居民们温暖

过冬。”

室外，寒风冰冷刺骨，“冻”彻心扉；室内，居

民欢声笑语，暖意融融。彭浦新村街道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应对此次寒潮，街道38个党群服

务站、6家社区食堂、5个雷锋公益亭、“1+33+3+

X”新心驿站应开尽开，为社区老年人、外卖小

哥等提供温暖舒适的休憩空间。

棚内彻夜值守
瓜果有了“三层保暖”

昨天18时30分，记者跟随松江区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韩小双，来到位于叶榭镇

的上海家绿蔬菜专业合作社。-4℃的气温，寒

风呼啸中，一座座蔬菜大棚犹如坚固的堡垒，守

护着棚内的绿意盎然。大棚里种植的小番茄，

多次获得本市品鉴评优活动金奖，合作社对它

们爱护有加。

“我们合作社一共种植了60亩小番茄，3月

份即将上市，现在正是番茄变色的关键时期。”

农民乔文生告诉记者，一般而言，如果棚内气温

低于8℃，番茄就会停止生长；如果温度低于

5℃，番茄植株就会被冻坏。跟着乔文生进入大

棚，外面刺骨的寒冷瞬间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

是温暖和湿润。随后，韩小双和乔文生共同检

查了大棚密闭性是否良好，并记录下棚内温度

和番茄的生长情况。昨夜，伴着一盏灯、一壶热

水，乔文生彻夜守护着这片田地，并分别在晚上

7时、11时和凌晨4时仔细查看棚内温度与大棚

覆膜情况，防止被风吹开。

今天上午9时，位于嘉定工业区的“草莓之

乡”灯塔村也一片忙碌。部分种植户正组织工

人为草莓大棚加装内棚膜防寒；还有人忙着采

摘草莓、装盒包装。

“草莓的防冻保暖主要依靠大棚薄膜，入冬

以来，合作社已采取了两层薄膜保暖的措施，为

了应对寒潮，这两天大棚里还加设了与植株

差不多高的第三层薄膜。通过‘三层保暖’，

基本可确保草莓安稳度过寒潮。”上海农灯草

莓生产专业合作社技术员何永娥告诉记者，

除此之外，种植户还将根据气温变化，将开棚

关棚时间缩短三到四个小时，最大限度减少

温度流失。

防护抢收蔬菜
为“菜篮子”保驾护航

今天，天刚蒙蒙亮，金山区朱泾镇的上海喜

马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工人们便来到蔬菜大

棚内，加班加点抢收已经成熟的蔬菜。新鲜翠

绿的广东菜心便被成筐装车，静待上市。尽管

寒风呼啸，但经过紧急加固后的大棚内温度适

宜，蔬菜叶片油光发亮。

上海喜马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汤继

爱告诉记者，几天前，他便在朱泾镇农技服务中

心人员的指导下，加装绑棚绳、增设立柱、铺设

内棚膜，并检查棚膜是否破损漏风，提高大棚抗

风雨雪能力。

在稻菜轮作的金山区蔬菜研发基地内，20

余亩露天种植的矮脚青、生菜、菜薹、大蒜等，也

正被以最快的速度抢收分装，供应附近的农贸

市场。负责人孙海强告诉记者，由于露天种植

的蔬菜耐寒性较好，外加抢收迅速，因此寒潮并

未对蔬菜产量造成很大影响。

据悉，目前朱泾镇的在地蔬菜总面积共计

3300余亩。寒潮来临前，朱泾镇农技服务中心

的工作人员们就已经下沉到各农业合作社，指

导蔬菜的防护抗寒工作。青菜、生菜、广东菜心

等处于采摘期内的部分蔬菜，自昨日起开始紧

急抢收，发往全市集散中心，为寒潮期间市民的

“菜篮子”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陈佳琳 屠瑜 曹博文
特约通讯员 殷洁如

寒潮袭申城，昨夜今晨有许多人“逆风而行”

社区田头 筑起道道“温暖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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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丹）天寒地冻，申城

冻得发紫！今天早晨，冷空气叠加辐射降

温，气温创下了今冬最低，市区最低气温

在-4℃附近，郊区最低气温大多在-4℃~-

7℃。太阳仿佛冰箱里的照明灯，没有一点

升温能力。截至上午11时45分，徐家汇气

象站的实况气温仍滞留在0.5℃左右，怎一

个“冷”字了得！

这波强冷空气影响携着降温来袭，风一

吹，寒冷加倍，风寒效应显现。今天本市仍

刮着4到5级的西北风，阵风可达6级，大风

不断带走身体热量，妥妥地“透心凉”。上

海中心气象台预报，今晚起大风会逐渐变

小，本次寒潮过程将于9日收尾。10日起，

本市气温逐步回升，最低气温回到0℃以上，

早晚仍然有点“冻”人。11日到12日，暖湿

气流回归，最高气温会重回两位数，与此同

时，阴雨天气相伴，体感会从晴冷转为阴冷。

今天“冻得发紫”
回暖就在下周

今日论语

▲ 今天清晨，泰兴路上的绿地喷水池

出现冰冻

▲

寒潮来袭，市区气温跌破冰点，大人

孩子出行捂得严严实实

本版图片 记者 刘歆 摄

丹
丹

看
天
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