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7日，济南突降暴雪，严重影响
市民出行安全。

雪花就是命令。市机械化清扫大队
肩负着对市民安全出行负责的重任，面
对暴风雪，迎难而上。大队第四作业中
队副中队长张继亮充分发挥党员的模
范带头作用，按照作业路段特点，提前
制定中队清雪方案，并组织相关人员事
前对清雪设备进行性能检查，备好清雪
物资，随时准备出动。张继亮的家离单
位只有不到1000米的距离，为了能第
一时间掌握工作动态，他一直在单位备
勤，只是抽空打个电话关心一下家里的
情况。

7日一早，接到清雪命令后，张继亮
主动请缨，第一时间冲上清雪一线，根据
二环西路高架路不同路段特点，采用不
同方式进行清雪除冰。由于高架路社会
车辆多，大型机械车辆不便展开作业，他
临时担任疏导员，冒着严寒指挥撒布车

清扫积雪；对匝道、弯道
等机械车辆不易作业的
点位，他双脚踏进雪水
里，挥动着铁锨，铲除路
边积雪。

30多个小时，张继
亮没有回过家，也没有
合过眼，一直奋斗在清
雪一线，渴了就喝口凉
开水，饿了就在雪路上
吃一口凉盒饭。见到受
困车辆，他就带领着身
边的同事一起，帮助社
会车辆排除险情。当南
来北往的司乘人员向他

竖起大拇指时，他疲惫的脸上露出了欣
慰的笑容。

7日晚10时，在二环东路高架路上，
经过一天降雪，气温已低至零摄氏度以
下，只见机扫人员和发出“隆隆”响声的
大型清雪车辆正热火朝天地进行清雪作
业。“今晚，我们机扫大队一中队共出动
了12部车辆，重点对零点上口到搬倒井
路段进行作业，目前道路比较畅通，我们
接下来会对一些边边角角进行处理。”市
机扫大队一中队工作人员表示，“我们一
条路往往要跑六七遍。”“我在桥上已经
呆了12个小时，战友则已经超过14个
小时。”市机扫大队工作人员邵帅说。

7日夜间，济南市区除雪工作转为除
冰。为防止高架路出现积雪积冰影响市
民安全出行，市机扫大队加班加点，进行
紧张的清雪除冰工作。正是有了机扫人
的昼夜坚守，才换来了第二天高架路一
路畅通。 （本报记者 王永）

城管职工张继亮——

30多个小时没合眼

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钱堃）此次降雪过程降温剧
烈、气温低、风力大、持续时间长，为应对此次降雪，我市各
区县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广大农户及时做好
应对措施，为大棚“增衣保暖”，同时，实施多项举措确保我
市蔬菜供应。

8日，记者来到天桥区金葫芦家庭农场，农场主赵文
彬正在和工人加班加点清理蔬菜大棚外的积雪。赵文彬
表示，大雪天气最怕的就是把大棚压垮，因此要及时清理
积雪，同时在棚内竖立几根支撑柱，防止出现棚室垮塌棚
膜破损。

据悉，此次寒潮降温剧烈，气温低、风力大、持续时间
长，预计将对蔬菜等农作物的生产造成不利影响。目前，种
植户们纷纷在大棚内增加保温棚，一些合作社还抢装上了
加温灯，一旦出现极端寒冷天气，大棚内的加温灯将全部开
启，确保蔬菜等农作物正常生产。

为积极应对灾害性天气，切实提高蔬菜产能，确保市

场均衡供应，市农业农村局特制定下发了《全市秋冬蔬菜
稳产保供生产技术指导意见》，提醒农户要加强棚体防
护，要及时检查维修设施棚架，对结构不坚固的设施要架
设临时立柱，及时更换或修补老旧破损棚膜，防止透风漏
雨，清除棚膜上积雪，防止积雪成冰或积雪过厚造成棚室
垮塌棚膜破损。

同时，要注意加强保温防护，可采取多层保温，温室
内可张挂二膜，拱园大棚可采取大棚+中棚+小棚等多膜
覆盖模式；可在温室大棚周围围草苫或保温被，围挡、阻
隔棚外寒气侵入；提前将棚外覆盖的棉被缝连成一体，
盖严盖好保温被，必要时按东西横向压两根加布套的细
钢索，防止大风将保温被吹起；提前准备好暖风机、电加
热器、应急增温燃料块等辅助加温物资装备，以便在极
端低温时临时加温，当喜温蔬菜的棚室气温持续低于
5℃、喜冷凉蔬菜的棚室气温持续低于0℃时，应进行及
时加温。

下一步，我市将充分挖掘生产潜力，各区县因地制宜扩
大速生、生长期短的蔬菜播种面积。同时，鼓励生产主体充
分利用设施空间，大力发展小白菜、油麦菜等速生蔬菜，增
加市场供应量；鼓励有条件的蔬菜育苗企业，充分利用空闲
设施设备，合理扩种速生蔬菜，迅速形成产量，填补蔬菜供
应缺口。

要闻A4
责编：薛连进 美编：胡丁 校对：谭志浩 本版电话：67976110  2021年11月9日 星期二

防寒保暖 也要通风
使用燃气要做到“一开三关”

冬天是燃气事故多发期，济南能源集团提醒广大燃
气用户，使用燃气时要保持通风，做到“一开三关”，即
常开厨房窗户，用后关闭灶具开关、关闭灶前阀、关好
厨房门。

正确使用天然气，要选择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
型燃气器具；灶前阀与燃气器具使用燃气专用胶管且长
度不超过2米，两端使用胶管管卡固定，并做到每18个
月更换一次，推荐使用不锈钢波纹管；点火时先开灶前阀
再开灶具开关，熄火时先关灶前阀再关灶具开关，要做到
两个开关并用，并做到人离、火灭、阀关。

为应对寒潮，济南能源集团所属供气企业加大巡
检排查力度，对管网输配设施防冰堵、防泄漏、防破坏
重点检查，门站也已开启锅炉为站内设备“供暖”，并
清除设备积雪，防止关键设备结冰，确保燃气设施的
平稳运行。需要提醒的是，强降雪造成多处树木歪倒
等情况，存在影响附近燃气管线安全的可能。济南能
源集团建议市民路过时尽量避开行走，如遇燃气故障
或险情，请及时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969。

（本报记者 鲁婧）

居家学习 花式玩雪
项目化作业让孩子大呼过瘾

“今天的课堂任务就是玩雪！”11月8日，济南市舜
耕小学一年级语文教师窦成华在班级群里布置了一条特
殊的学习任务，很快，班里的家长就晒出了孩子们在雪地
里尽情打滚、堆雪人的照片，场面十分欢乐。同样，济南
市天桥区宝华小学二年级六班开展的“与雪合影”活动，
得到了孩子们的热烈回应。

11月8日，受暴雪天气影响，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
课一天。为更好指导学生居家学习，各学校重启线上指
导模式。这期间，很多学校以雪为素材，以自然为课堂，
让孩子们在生动有趣的课程中汲取成长养分。

济南市历下实验学校围绕“拥抱济南的第一场雪”主
题，开展了项目化学习。孩子们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在大人的陪同下出门玩雪，享受雪天独有的乐趣。在亲
近雪景、体验雪趣后，学校还开展了一系列引导活动，让
孩子们关注新闻、了解天气、写出雪悟、搜集雪诗、珍爱雪
情，做雪花唱歌曲，进一步走进雪的世界。“‘拥抱济南的
第一场雪’项目化学习活动不仅让孩子们收获快乐，更激
发了他们求知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加深了他们对冬天的
认识、对雪的认识，同时也为他们健康快乐成长打下了基
础。”历下实验学校校长郑晓云说。

在济南市景山小学，学校通过音乐、美术等课程引导
孩子们感悟雪中美好。学校五年级音乐教师通过自制微
视频《雪花带来冬天的梦》，引导学生欣赏乐曲。一年级
美术教师通过《繁忙的大街》引导学生描绘雪后人们扫雪
的情景，并与学生积极互动，稳定学生情绪，为学生进行
细致的学习指导与陪护。

同样，济南市御景城小学以雪为主题，根据本级部学
生年龄特点、学习进度，设计了灵活多样的居家学习课
程。课程设计力争体现自主性、生活性、实践性，力争实现
多学科融合。二年级老师设计了“画雪景，学写话”的课程
作业，通过绘制美丽雪景、写自己最想说的话，达到美术学
科和语文学科的融合。五年级老师设计了“摘抄、朗诵雪景
美文、古诗”的课程作业，让学生在吟咏、朗诵之间感受诗文
的美好。六年级老师设计了《2021年的第一场雪》为题的
练笔训练，引导学生赏雪景、感雪情、悟雪理，用文字记录
下暴雪下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感受生活美好。

此外，御景城小学老师们还精心设计了居家安全教
育课程——雨雪天气安全知识早知道，通过观看安全教
育动画片的形式，引导御景学子掌握雨雪天气的出行知
识、自救自护安全知识，为御景学子撑起一把安全绿伞。

（本报记者 范开云）

为应对寒潮降温天气，自5日起，济南能源集团各热源
单位全面进行“点炉”操作，开始供暖热调试。记者8日采
访获悉，该集团已启动70台锅炉，1000余名供暖管家开
启全时守候，让属于寒冷初冬的第一份暖意如期而至。

各大热源厂点炉升温

7日凌晨3点，当济南市民还处在睡梦中，能源供热人
早已忙得热火朝天。随着金鸡岭分公司调度人员一声令
下，生产一线的职工们忙碌起来，3号循环流化床锅炉引风
机、送风机慢慢启动，点火油枪投入炉膛。一道道工序过
后，炉膛内的温度也逐渐升高，直至温度平稳提升到900

度，标志着3号炉顺利点火成功。
记者采访了解到，济南能源集团现有大中型热源37

处、锅炉100余台，目前已启动70台锅炉，热源厂供水温
度平均在80摄氏度，比供暖热调试启动当天多投运40多
台锅炉。此外，该集团还加大与章丘、黄台等外部热源的协
调力度，提升管网温度，让暖流跑赢寒流。

供暖管家不间断巡查

雪后的济南银霜满地，济南能源集团的供暖管家们如
火如荼地开展用户走访工作，以别样的方式迎接初雪。为
保障所辖片区居民今冬正常用暖，他们手拿工具箱，备好供

热明白纸，开启了一天的“巡检之旅”。
为保障燃气管道及设备安全，商河恒泰供热公司工作

人员利用燃气检测仪器对燃气管道及涉气设备进行不间断
巡查，特别是对燃气管道重要阀门节点、法兰连接处等重要
部位进行重点检测，发现隐患及时处理，确保燃气使用安
全，为安全稳定运行奠定坚实基础。

供热调试、巡检查漏、抢险抢修、热线接听、入户走访
……为打好供热准备和寒潮应对这套“组合拳”，济南和盛
热力有限公司巡线人员每日2次对供热管线和设备开展巡
检巡查，密切关注管道压力是否正常，加大巡线范围，做好
相应记录，为百姓温暖过冬保驾护航。

供暖热调试排查消缺

“看着窗外大雪纷飞，窝在家中暖意十足，一点都不觉得
冷。”市民贾女士说，7日一觉醒来看到窗外白了一片，但丝
毫没感觉到冷，一摸暖气已经热起来了，心情特别好。

随着济南能源集团供暖热调试正式启动，38条水网主
干线、3101个小区换热站已经逐步升温。明珠花园是今
年新改造完成的换热站，以往“灰头土脸”的设备如今已焕
然一新，设施崭新整齐划一，循环系统完整且清晰直观呈
现。记者通过智慧供热系统看到，明珠花园一网供水温度
已经达到80摄氏度，二网供水温度超过40摄氏度。居民
王先生告诉记者，现在家中的暖气已经温乎了，虽然下着大
雪，但是家里很暖和，心里也很踏实。

“热调试期间，为确保运行安全，您家里的暖气设施将
会逐步升温，并不是所有的一下子都会热起来。另外，居民
家中暖气片出现不热等情况也属于调试期的正常现象，随
着调试的进行将逐步得到解决。”供暖管家说，热调试主要
是对管网运行情况进行升温后的检查，并做好供热前的最
终调整，对故障点、不热点、过热点进行及时处理，以确保
11月15日达标供热。 （本报记者 鲁婧）

11月7日凌晨5点，方双
利的生物钟准时“响”了，他猛
地坐起来，顾不上穿好衣服，光
着脚跑到窗前：“真准！下小冰
雹了！”11月5日从天气预报
得知两天后有大雪，他就一直
悬着一颗心，随着冰雹打得玻
璃噼啪作响，他像战士听到了
冲锋的号角：“出发！”

方双利是南部山区城管系
统一名经验丰富的环卫工人，
大伙都爱叫他“老方”。清晨6
点，他和他的“搭档”——一台
新购置的大型雪铲车准时到
岗，准备融雪剂和扫雪工具，调
试雪铲车……老方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上午9点，小冰雹已经变成了大片的
雪花，被大风裹挟着，吹向四面八方，很快，
进出南部山区的主干道103、317省道，积
雪就没过了鞋面，老方便和他的“搭档”上
路了。只见一辆撒布机在最前面，挥洒融
雪剂，老方驾驶的雪铲车紧随其后，铲走积
雪，在他的后面，雪滚车接着作业，就这样
环环相扣，从雪中开出一条路来。这样的
清雪设备组合，南部山区有几十套，11月
7日全部出动，保障各条道路畅通。

下午3点，老方和同事们已连续在路
上作业5个多小时，手脚全都冻僵了，雪铲
车也跑没了油，回到环卫所，他给车加了油，
正往嘴里扒着“午饭”，电话响了：“老方，高
速下口雪积得太深，赶紧过来，下不来车可
就麻烦了。”放下电话和手里半块已经凉透
的馒头，老方抓起外套又钻进了驾驶室，一
边嚼着嘴里还没咽下去的饭，一边冲着同事
喊：“转战317线济泰高速锦绣川段桥下

了！”说完，便和“搭档”冲进了暴风雪中。
傍晚6点，天已经完全黑了，在不间断

的人机结合作业下，317线济泰高速锦绣
川段下口露出干净的沥青路面，此时雪势
渐小，老方舒了一口气，拿起已经冻得像冰
疙瘩的保温壶喝了口水，水早就已经凉了。

晚上9点，103省道上灯火通明，一辆
辆除雪车彻夜不间断作业，老方也在这“钢
铁大军”中：“这个点了，大路上雪都清得差不
多了，路两边的地方，还得靠其他环卫工人
用铲子一点点清，他们比我们开车的辛苦多
了！”

11月8日早晨7点，南部山区第一缕
晨光照在干净的马路上，反射出耀眼的光
亮，103、317省道开始不断有车辆驶过，
南部山区城管、交警等执法人员在道路上
维护交通秩序，看着畅通的道路和有序的
车流，忙碌了一天一夜的老方把“搭档”停
好，安心地走进路旁的早点铺，点了一碗热
腾腾的甜沫。 （本报记者 李小梦）

环卫工人方双利——

从雪中“铲”出一条路

（上接A1版）
东部正成为创新的热土。围绕加快

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济南规划建设
齐鲁科创大走廊，沿经十东路规划布局大
科学装置区、中央研发区、创新发展区、创
新配套区，打造“重大设施-基础研究-成
果转化-产业化”完整创新链。中科院济
南科创城纳入中科院战略规划，中科院电
工研究所、理化技术研究所、大气物理研
究所等15家“中科系”科研院所落地建
设。这些高能级科创平台，为增强济南创

新策源能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奠定了坚
实基础。

在西部，医疗康养的新高地正加快崛
起。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由省市共建，
是山东省、济南市践行“健康中国”“数字
中国”战略的重要载体，是我市贯彻落实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
家战略的具体举措，是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助力城市“西兴”战略、“康养济南”建
设的重要一极，目前已开工建设650万平
方米、总投资648亿元，由一张蓝图变成

了一片热土。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
院、树兰（济南）国际医院、山东大学国际
医院、山东省质子中心、国际眼科与眼视
光中心等一批高端医疗项目陆续建成启
用，正积极争创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
中心和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如今的
济南国际医学科学中心，已经成为大健康
领域智力富集、科技聚集、财富汇集的一
方热土。

……
实践充分证明：济南之所以能在高质

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很大程度上在
于我们胸怀全局、服务大局，紧密对接、主
动融入国家和省级战略，在全国全省的大
格局中谋划推动一批平台载体加快崛起，
为高质量发展形成强力支撑。

现实启示我们：济南要实现“三个走
在前”目标定位，必须充分发挥重大平台
的主引擎、主战场、主阵地作用，积聚高质
量发展新动能，以澎湃动力助推新旧动能
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王彬）

我市多措并举确保蔬菜供应

1111月月88日日，，济南市农业农村局济南市农业农村局、、长清区农业农村局长清区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一同在长清区现场查看蔬菜生产受灾情况相关负责人一同在长清区现场查看蔬菜生产受灾情况。。

雪后路滑 谨防摔伤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更应注意防护

受强冷空气影响，济南市气象台于11月7日发布暴
雪橙色预警和道路结冰橙色预警信号。由于降雪天气，
各种意外事故频出。记者在各大医院采访时发现，前来
问诊心脑血管疾病、摔伤的市民有所增多。

家住钢城区金鼎南区的张女士刚出门就摔了一跤，
随即到济南市第八人民医院检查。经检查发现，张女士
的右侧桡骨远端骨折，值班医生立即为她进行复位及夹
板固定。济南市第八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李福勇介绍，
每次雨雪天气，道路湿滑，容易出现桡骨、肱骨、腰椎骨折
的情况，尤其以老年人居多。“由于穿着臃肿，运动协调性
差，容易出现摔跤等意外情况。而老年人普遍存在不同
程度的骨质疏松，摔倒后尤为容易导致骨折。”李福勇说。

截至下午5时，济南市槐荫人民医院急诊科共收治
4名因雪天路滑不慎摔倒的患者，最小的5岁，年龄最大
的76岁。从早上7点，槐荫人民医院的急救车就穿梭在
济南的雪天中。因道路湿滑，急救车在雪中开得比平时
慢很多。“从王官庄大众广场到山东省中医院平时最多
20分钟的路程，今天走了2个小时。”医院急诊医生刘海
涛告诉记者。

针对雪后结冰道路更滑的情况，槐荫人民医院内一
科（老年病科）主治医师张燕建议，老年人和孩子尽量不
要外出。外出时，走路速度不要太快、步伐不要太大，走
路时切忌提重物、双手插兜、东张西望。一旦滑倒，尽量
顺势倒下，将摔伤可能性降到最低。若摔倒后出现上肢
疼痛、肿胀等症状，在可以自己行走的情况下尽快到附近
医院就诊。如果下肢摔伤，或发现伤情较重需急救时，不
要自行揉、捏、掰、拉受伤部位，更不要强行移动，应及时
拨打120等待救援。

秋冬交替这一时间段，本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
期，随着暴雪天气的到来，气温起伏不定，患有心脑血管疾
病的人群应更加注意自我观察与防护。济南市第一人民
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张艳玲表示，对于心脑血管患者来说，
首先室内要保持适宜的温度，外出应增加衣物注意保暖，
避免温差过大；其次冬天的早晨是心脑血管病的高发时
段，有晨练习惯的人群可减少晨练频率，或者暂停晨练，
一方面避免病症的发生，另一方面防止扭伤、摔伤。此外
在饮食方面，张艳玲也给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提出了建议，
要尽量以清淡食物为主，避免辛辣和油腻食物。如果在家
发病，要合理用药和监测，一旦处理不了，需要及时到医院
就诊。 （本报记者 时伟 王蓓贝 李雪梅 于丽娟）

供暖管家全时守候您的温暖供暖管家全时守候您的温暖。。（（鲁婧鲁婧 摄摄））

10001000余名供暖管家全时守候余名供暖管家全时守候

让暖意如期而至让暖意如期而至

方双利驾驶雪铲车进行除雪作业方双利驾驶雪铲车进行除雪作业。。
张继亮在清理积雪张继亮在清理积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