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7.27 星期二｜第1、2版责任编辑：顾金华、张辰霏 视觉编辑：黄栋、孙诗佳
第2版

要闻·综合

■记者 高靓

本报讯 防汛防台事关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台风“烟花”影
响所造成的黄浦江水位上涨，杨浦滨
江全力做好防护和预案，以确保市民
游客的安全。

7 月 26 日上午 9 时许，记者在
杨浦滨江看到，杨浦滨江段全段配
备救生圈，并已拉好警戒线，实施
临时封闭措施。安保人员们顶着
大风巡逻，防止市民进入，发生险
情。“从 24 号开始我们就对滨江区
域进行了管控封闭，对防汛墙进行
了沙袋的加固。前期沙袋准备了

1500 余个，铁锹 30 把，值班人员、
应急抢险队伍 30 人左右，不定期对
公共空间进行巡逻。”上海杨树浦
智慧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孙玉文说。

同时，现场还有 4 台抽水泵“待
命”，如出现水位特别高的地域，会在
防汛处置点进行抽水，确保防汛墙的
安全稳固。

据 介 绍 ，等 到 汛 情 结 束 后 ，
上海杨树浦智慧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将组织开展相应的应对突发性
灾害及事件的专项演练，进一步
提 高 应 急 救 援 能 力 和 协 同 作 战
能力。

■记者 王歆瑜 陈涛 成佳佳

半小时5起险情，第一
时间响应解决

7月25日中午，控江路街道城运
中心内，几名工作人员严阵以待，观
测着大屏数据。

突然，电话铃声急促响起，工作人
员陶勇接到辖区派出所来电，对方表
示江浦路2015号公交站附近一小型店
招脱落，需城运中心实时查看，属地居
委会和物业公司是否及时处置险情。

陶勇告诉记者：“我们电话时刻保
持畅通，这个突发情况如果无人处理，
我们会立即上报上级部门进行现场处
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
了解，仅半小时，街道城运中心就接到
险情5起，均第一时间沟通解决。监
测店招店牌有无脱落危险，依托的就
是城运中心的“倾角传感器”。

控江路街道管理办主任陈怿告诉
记者，街道还在辖区内华升新苑和新
凤城小区的亲水平台分别安装“水位
监测传感器”，实时监测水位情况。7
月25日凌晨，传感器发出告警，居委
会和物业第一时间关闭亲水平台进出
口，同时加强宣传公告，防止居民进入
亲水平台。从发出告警到处置完成仅
耗时4分钟，“数字化管理+快速响应”
体现了防汛防台工作的速度和效率。
河道管理应用场景在一定程度上大大
降低了亲水平台的风险隐患。

此外，地势较低的小区还装有“积
水告警传感器”，当有水浸过传感器，即
发出告警，告警分为3档：轻微、警戒、
严重。3档告警皆可直接在城运中心

电脑端、手机端查看，并进行接案处置。

“新老”设施结合 智慧
防汛添利器

延吉新村街道控江东、西三村两
个小区是去年台风天受积水影响较严
重的两个老旧小区。由于建造之初的
地势落差，再加上恶劣天气下排灌条
件“先天不足”，当降雨量骤增时，这里
极易产生排灌不畅和内部积水。

好在今年，这里有了防汛利器。
7 月 23 日，记者在小区看到，居委会
门前张贴了醒目的告知书。居委会
工作人员正拿着喇叭在小区巡逻，提
醒居民注意出行安全。工人们正在
对小区新建的防汛排险工程进行再
加固，现场临时抽水机已准备就绪。
延吉新村街道副主任吴志梁告诉记
者，除了继续发挥小区内原有泵站作
用，此前已对部分小区内部管道进行
疏通，“新老”设施结合，将明显提升
小区的排水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老设施”也
加入了智慧防汛的队伍。延吉物业维
修部经理梅建章在手机上向记者演示，
一旦积水超过标数值，泵站可远程即时
启动，在最快时间内开始运作，省去了
人力奔波环节，也为排水争取时间。

959个小区探头和112
个路面探头实时监测

959个小区探头和112个路面探
头，实时监测整个辖区的积水情况……
7月24日下午，记者在江浦路街道城运
中心看到，这里的工作人员双眼不离大
屏幕，时刻关注台风“烟花”的实时路径
以及辖区各道路和小区的状况。

江浦路街道城运中心工作人员徐飞
告诉记者，街道还有一支线下力量，坚守
在社区各个角落，包括特保、城管、居委会
工作人员等。他们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开
展巡查，便于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一网统管”服务防汛防台实战
记者了解到，在本次防汛防台工

作中，杨浦区城运中心将智能场景赋
能防汛工作，为实战服务——

基于城运平台的微卡口、道路面
以及部分隧道、下立交等视频数据，
根据区防汛办需求，开发易积水点、
重点河道等防汛防台关注的视频图
层展示功能，优化视频播放的方式，
便于防汛工作中对重点区域的视频
调度监控，以及快速视频调度播放。

通过值班值守场景，处理统计各
街道防汛办值班排班人员数据。更
新了杨浦区2021年防汛防台专项应
急预案，将值班信息电子化、应急预
案信息化。

在防汛指挥工作中，利用融合通
信系统的单兵平台，调试完善视频点
名功能，首次在防汛工作中通过单兵
方式对街道防汛值班进行工作部署
和信息反馈，有力支撑了防汛工作中
的通讯保障，让指挥部能实时掌握各
街道的防汛情况。

集成市气象局提供的杨浦区智
慧气象精细化管理先知系统，使得防
汛指挥部第一时间掌握气象数据，便
于部署指挥。

对接水情监测点位接口，获取数
据，包括水位级别、监测类型、来源、
监测站名称；在系统中直观展现各监
测点水位状态。

数字化赋能下，杨浦如何迎战台风“烟花”？

线上线下协同 共筑“杨浦结界”
本报讯 台风“烟花”来势汹汹，

杨浦各大卖场、菜场的食品供应如
何，市民的“菜篮子”是否有保障？

据介绍，目前，全区设立 24 个
平价蔬菜专柜、25个平价肉专柜，台
风期间不间断供应。对于米、面、
油、肉、蛋、菜等重要商品，区商务委
加大监测力度，防止汛期价格异常
上涨或商品紧缺，指导区内商家加
强批零对接，做好货源组织、调运和

上市工作，确保市场供应充足和价
格稳定。

此外，区商务委监督各企业立
即检查加固户外搭建、店招店牌、
广告装置和玻璃幕墙等设施；督促
商场、卖场等有地下空间的场所要
畅通排水引流渠道；实地检查平昌、
国和、乐家福等重点菜市场，以及百
联又一城、大润发卖场等重点商贸
企业。 ■尚悟

■记者 陈涛

本报讯 7 月 24 日 20 时，杨浦区
防汛指挥部启动防台风避险转移安
置工作。截至当晚22时30分，转移
安置危房简屋内人员、地下空间内人
员、建设工地人员等7000余人。

24日晚9时，记者在齐一小学分校
临时安置点看到，陆续有接到通知的建
筑工人带着生活必需品来到安置点。

“这里有空调，吃的喝的都有，工作
人员也很细心周到，我们会安心待在这
里，直到风雨结束。”一位刚刚转移到安
置点的建筑工人说。建筑工地负责人
郭阳表示，非常感谢政府给予的支持和
帮助，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据悉，齐一小学分校共启用了

12 间教室安置转移人员，配备了空
调、直饮水机等设施。除确保安置人
员食宿外，还贴心地提供足够的防护
物资和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并进行
亮码测温，保证防疫措施到位、人员
安全有序。

齐一小学分校教师曹征宇表示，
安置场所内配备了基本生活物资，空
调全天候开启，确保安置人员有住
处、有饭吃、有干净水喝。

据悉，杨浦区应急安置场所包括
杨浦体育馆、上理附中、齐一小学分
校等 26 个点位。当晚，各安置点秩
序井然，人员情绪稳定、物资充足。

7月26日下午，台风橙色预警已
更新为黄色预警，避险安置点人员已
安全有序撤离。

上海市民一说到台风，总会提及一个关键词：“魔都结界”。上海作为沿海城市，夏季易受台风影响，但历次台风都
是有惊无险，故网友戏称像是有结界保护这座城市，这就是“魔都结界”的由来。其实“魔都结界”是由各部门借助高科
技，进行线上线下协同工作的成果，真正形成了上海城市运行管理既精细、又有品质、还体现出温度的城市软实力。

数字化赋能下，杨浦如何迎战台风“烟花”？近几日，记者兵分几路探访构筑“杨浦结界”的“智慧指数”。

台风期间杨浦24个平价蔬菜、25个平价肉专柜不间断供应

全力保障居民“菜篮子”

记者直击临时安置点——

“有吃有喝有空调，服务周到”

杨浦滨江加强亲水平台防御措施

守护市民游客安全

杨浦滨江段全段已拉好了警戒线，实施临时封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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