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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雨雪冰冻中坚守一线
本报记者 叶 子

在雨雪冰冻中坚守一线
本报记者 叶 子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强雨雪天气，对电力供应、交通运输和群众生产生活
带来较大影响。有关地方和部门全力以赴、积极奋战。交通、电力、供暖等多
个行业的劳动者，在雨雪冰冻中坚守一线，全力保障生产生活正常运转，确保
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12月17日，在上海虹桥站，华铁旅服上水工正在为停靠在站台的列车
注水。 新华社发

▲12月16日，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乌江镇的兰新铁路线上，一列满载煤炭的列车驶过。 杨 潇摄 （人民图片）

◀12月18日，环卫工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街头清扫积雪。

新华社记者 王 菲摄

▲12月13日，环卫工人在北京街头清理人行道上的积雪。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12 月 16 日，工作人员在中国石化天津
LNG接收站巡检管道。

新华社发

▲12月17日，在山东省聊城市侯营镇下马张村，工作人员为温室大棚内
新嫁接的茄子幼苗加盖塑料薄膜保温。 新华社发

确保交通路网安全通畅

天边飘起雪花，胡同里又响起熟悉的铃
铛声。

“大家扫雪喽！”12月13日，北京城区迎
来一场持续性降雪。下午时分，胡同里的积
雪已经有几厘米厚，眼看要影响出行，一阵
清脆的铃铛声在胡同里响起，东城区宝钞南
社区的“铃铛扫雪队”再次集合，开始了扫
雪铲冰工作。一大群街坊，穿上志愿者的红
马甲，三三两两自动分组，拿起扫把、雪
铲，从各院门口开始扫雪，齐心协力将积雪
推到路边。

慢慢地，参与扫雪的人越来越多，很快
就达到了30多人，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
有热心的中老年人，还有身穿制服的城管执
法队员。不过半个小时，大家就从积雪中扫
出一条路来。一位骑车路过的行人看到这一
幕，特地拿出手机拍照，并向热心志愿者表
示感谢。据摇铃人宝南社区书记助理白璐介
绍，“铃铛扫雪队”是在东城区城管执法局的
倡议下成立的。只要遇到雪情，铃铛声就会
响起，组织大家出门扫雪，已成为“胡同里
的老传统”。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交通保障至关
重要。各地及时除冰除雪，确保交通路网安
全通畅。

在吉林省，12月15日凌晨，延吉市迎来
一场强降雪。为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延吉市
新兴街道以雪为令，“快”字当头，落实“门
前四包”责任制，迅速组织各社区、物业企
业、驻街商户等，第一时间清理主次干道、
十字路口等重点路段积雪，保障居民和车辆
的安全出行。

12月13日上午，河北省保定市迎来今冬
第二轮降雪。当地气象局和城市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局联合发布风险气象预警，利用布设
在桥梁涵洞和部分主干道路的“城市气象灾
害智能监测站”回传的气象数据，迅速组织
人员对桥梁、主干道、关键路段落雪进行融
清，确保市民出行通畅安全。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迎来大范围寒潮风
雪天气。为保障全区公路运行平稳，内蒙古
交通运输部门根据气象部门寒潮降雪大风天
气预报，启动全区交通运输应急联动机制，
全力做好应急储备、清雪除冰、抢险救援、
物流保畅工作。12 月 10 日至 16 日 10 时，内
蒙古交通运输部门累计投入清雪除冰人员
19527 人次，各类车辆 9202 台班，撒布融雪
剂 14393 吨，撒布防滑料 1982 立方米，累计
清雪里程 108350 公里，疏导服务滞留车辆
100 余台，并为滞留司乘提供泡面、火腿
肠、热水等生活物资。

受本轮寒潮天气影响，贵州省各地近期
气温骤降。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启动“抗凝保
畅”工作。据初步统计，目前贵州省内各高
速公路管理部门共设置应急物资储备点 284
个，储备各类融雪剂、防滑砂约 15500 吨，
配备各类除雪车、撒布车等除雪设备车辆
523台，应急保通救援人员5500余人。

为有效降低风雪对客货运输的影响，铁
路部门快速反应、科学应对，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预案，组织清扫线路积雪、检查维护设
备、做好乘降组织，确保旅客出行安全和货
物运输畅通。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道
岔除雪突击队，根据包保分工责任到人，携
带吹雪机、扫帚、除雪铲、防夹锤等工具赶
赴现场，开展道岔除雪工作，做到“随下随
扫，雪停地净”。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
司组织各单位提前检查融雪装置、融雪供电
设备、除雪打冰机具等应急保障设备，各客
运站在进站口、出站口、地下通道等处所撒
融雪盐、铺防滑垫，及时清扫进出站道路、
站台和售票厅门口积雪。中国铁路上海局集
团有限公司接入上海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
布平台，形成列车晚点信息发布协作机制，
第一时间发布列车停运和相关服务信息，及
时疏散滞留旅客、加强设备设施巡查，保障
旅客“暖心到站”。随着寒潮逐步南移，中国
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组织人员对站台、
进出站口、线路等关键部位积雪进行清理，
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交通运输部应急办主任卓立介绍，交通
运输部门强化路网运行监测调度，加派力量
做好铲冰除雪保通、分流疏导、应急保障等
工作，全力防范极端天气引发的公路拥堵和
突发事件风险。

做好能源保障和保暖保供

“持续降雪降温，隧道结冰情况会有新变
化，大家一定仔细观察，不能漏掉任何一处

冰情。”12 月 14 日凌晨，山西大同西供电段
茶坞供电维修车间下庄供电运行工区工长张
勇，还在带着同事扫雪除冰，守护大秦线供
电设备的安全。

随着冬季寒潮的到来，全国能源需求大
幅攀升。作为能源保供的重要运输通道，大
秦线担负着26个省区市的生产生活用煤运输
任务，24 小时不间断运营，日均运输量达
120 万吨，全力保障电煤等重点物资高效运
输。自12月10日夜间开始，大秦线沿线陆续
迎来大范围降雪降温。对于张勇等大秦铁路
人而言，当下正值大秦线开足马力运输电煤
的关键时期，设备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下，各地多措并
举——加大煤炭增产保供，发电机组应发尽
发，开足马力增产油气，发挥天然气“全国
一张网”优势，加大输电线路巡查力度，提
高煤电油气供应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温
暖过冬。

12 月 16 日，满载 6.5 万吨液化天然气
（LNG） 的“北斗星”轮靠泊在中国石化天
津LNG接收站进行卸船作业。据了解，今年
供暖季以来，中国石化天津LNG接收站已接
卸12船约70万吨液化天然气，气化外输天然
气 7 亿立方米，有力保障华北地区人民群众
温暖过冬。

寒潮和强降雪天气，使辽宁省用电负荷
不断创新高。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积极
开展电网检查维修工作，预警期间共集结队
伍 199 支、抢修人员 3632 人，设备包括抢修
车辆 841 台、发电车 40 台、发电机 147 台
等。为确保重要设备稳定，辽宁电力还着重
对省内重点的 157 家供热企业、3000 余家

“煤改电”用户等重要用户涉及的电网设备进
行专项特巡和测温，有效落实防雨雪冰冻、
防寒措施，确保设备健康。

从12月15日晚开始，浙江多地出现大幅
降温和雨雪冰冻天气，电力部门加强巡检，

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在杭州市临安区龙
岗镇，连夜的降雪使山区出现结冰积雪现
象，输电线路极易被雨雪覆盖出现断线短路
等故障。12月16日一早，输电运检人员就采
取“无人机+徒步巡线”相结合的方式，对
山区线路开展雪后巡检。在浙江省，各重点
区域安装了3000余套微气象监测装置和2000
套覆冰监测装置，24小时实时监测，保障输
电线路安全。

进入冬季，从乡村到城市，从学校到家
庭，暖气片的温度成为民生“冷暖指数”。

河北省涿州市，尽管屋外白雪皑皑，码
头镇码头村 73 岁老人杜金亭家中却暖意融
融。电视机旁，两盆绿萝生机盎然。“整个供
暖季，空气能热泵要是出啥问题了，检修人
员都是随叫随到。”

遭受冷空气侵袭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城区最低气温接近-30℃。面对持续低温天
气，哈尔滨市多家供热企业迅速启动低温应

急预案，扎实做好低温天气下的设备运维和
调整供热参数，确保居民家室温达标。哈尔
滨市华能集中供热有限公司，承担着哈尔滨
道外和道里两区部分区域4300万平方米供热
任务。据介绍，该公司已投入 19 台锅炉运
行，一次网出水温度达到97℃，同时，通过
精细化调整供热系统的运行参数，如温度、
流量等，确保用户室内温度稳定。

提高煤电油气供应能力，强化抢险救援
准备，对做好能源保障和保暖保供意义重大。

国家发改委日前表示，当前，全国能源
供应总体平稳，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运
输得到有力保障，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 2
亿吨、可用33天，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天然
气资源准备较为充足，各类储气设施入冬前
应储尽储，天然气合同实现全覆盖，供应能
力稳步提升。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
关方面做实做细今冬明春保暖保供各项工
作，全力保障能源安全可靠供应和人民群众
温暖过冬。

加强重要民生商品的产销保供

持续低温天气会对农业生产带来影响。
农业生产领域如何应对暴雪寒潮天气？

河南省经济作物推广总站高级农艺师苏
鹤表示，要及时加固大棚棚体，仔细检查薄
膜，大雪后及时清理棚室周围积雪，防止积
雪融化后进入棚室降低温度。“对已成熟和基
本成熟的农作物要抓紧时间抢收，同时做好
保温防寒储存，减少因低温天气对农作物造
成的影响，确保‘菜篮子’供应充足、价格
稳定”。

雨雪寒潮来临前，农业农村部已组织专
家分类制定小麦、蔬菜、油菜防寒抗冻技术
意见，12月16日，由小麦、油菜、蔬菜和果
树等专家组成的科技小分队，赶赴25个省区
市实地调查灾害影响，蹲点包片指导落实防
寒抗冻措施。各省区市农业农村部门已累计
派出 67 个工作组和专家组，深入田间地头，
指导农民落实关键技术。

“寒潮雨雪天气来临时，尽量不要浇水施
肥打药，以免降低地温、增加空气湿度。”12
月17日，在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鳌溪镇桥陂
村大棚蔬菜种植基地，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
员对种植户细心叮嘱。

天津美丽乡村农场拥有大棚60多个，主
要种植草莓、西红柿、火龙果等果蔬。12月
13日上午，天津市蓟州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的农技人员对温室大棚的保温、加固、病虫
害等情况进行查看，指导农户要随时关注棚
内温度变化，保证温度适应产品生长，对破
损棚膜应及时修补，预防低温冻害的发生，
保障蔬菜增产增收。

“温度过低时，可以在大棚内燃烧增温
块，下雪后突然间放晴，不要突然把棚打
开，防止骤晴闪苗。”在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
蒋辛屯镇的果蔬生产基地，县气象局工作人
员仔细察看蔬菜长势，认真答疑解惑，指导
种植户做好大棚保温和光照管理。

为应对强寒潮，农业农村部近日部署蔬
菜产销工作。一方面，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紧盯可能出现的灾
害，引导有序生产。同时，要搞好产销对
接，健全省部联动工作机制，搭建信息、产
品、基地等对接平台。另外，要提升产地仓
储保鲜设施的利用效率，加快耐储蔬菜冬储
进度。

各地加大统筹调度力度，加强重要民生
商品的产销保供，维护价格稳定。

为保障“菜篮子”供应，上海市江桥批
发市场提前做好准备，积极调度福建的茄
子、广东的辣椒、海南的玉米等各种南方蔬
菜，源源不断运入市场。目前，市场蔬菜品
种多达 150 种，批发价格相对平稳。上海江
桥蔬菜批发市场蔬菜部经理介绍：“我们在云
南基地在田蔬菜冷库里储备了 2 万吨，应急
与极端天气的情况下，能快速调整货源来
沪，进行保供。”

在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价格认证和监测
中心，每天上午，工作人员都会对收集到的
蔬菜价格信息进行分析，及时了解蔬菜销售
情况。山东兰陵是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也
是长三角地区蔬菜的重要供应地，寒潮天气
之下，当地加大蔬菜调运储备，做好“外运
内销”。目前，兰陵每天外运到长三角批发市
场的蔬菜车辆达400辆，蔬菜总量8000吨。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徐兴锋表示，将
充分发挥生活必需品流通保供体系作用，统
筹用好商务领域“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
施，拓宽货源渠道，做好产销保供。指导商
贸流通企业增加备货，掌握库存数量，必要
时就近按需调运补充。同时统筹中央、地方
两级资源，及时投放肉类、蔬菜等政府储
备，增加市场供应，保障人民群众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