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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市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稳定，抚顺市提前部署，及时调度，保证了
居民在特殊天气情况下的正常生活需求。目前，抚顺市各大商场、超市、社
区菜市场物资供应充足，粮油、蔬菜、水果、肉、蛋等生活必需品品种丰富，市
场购物有序。

抚顺市通过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系统、商贸流通业监测平台、应急
商品管理三个系统，及时监控全市各类生活必需品价格走势与销售情
况，随时掌握市场供应变化情况，做好预测预警。根据市场需求和气候
变化，适时组织大型超市和农贸市场加大生活必需品进货量，保证市场
货源充足，增加市场供应能力。做好粮食、猪肉、蔬菜等重要生活必需品
的应急准备，对企业自储的商品核查落实，对市场调控骨干企业和应急
商品数据库重点联系企业的生产、销售、库存情况一一核对，确保紧急情
况下调得动、用得上。同时，抚顺市商务局与中顺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大
商抚顺集团、抚顺新隆嘉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等 3 家重点流通企业建立直
接联系机制，明确企业联络人，确保 24 小时联络畅通，实时掌握市场货
源情况。

多措并举保障市民生活必需品供应
本报记者 崔振波

11月 10日凌晨，临时住在单位的鞍山市交运集团 64路公交车司机马
强4点钟便起床了，简单吃了口饭便来到了停车场。启动车辆预热，调整车
内适宜温度，对车辆仪表、轮胎、气压进行细致检查，确认车辆状况良好后，5
时20分，马强准时发出首班车。

一路上，面对湿滑的路面，马强开得非常小心，每次到站停车，他都会叮
嘱乘客“小心上下车，请注意安全”。

“受此次暴雪影响，10日起，我们根据道路实际情况，已恢复了2路、64
路、605路等共48条运营线路，覆盖整个城市主干道，最大限度方便百姓出
行。”鞍山市交运集团总经理王春江说。

王春江介绍，11 月 7 日晚间出现雨雪天气，11 月 8 日清晨，第一班公
交车虽然准时发车，但由于路面积雪严重，全市公交线路暂时停运。两
天来，针对鞍山公交场站连接主次干道的道路因积雪严重导致车辆无法
通行的困难，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努力除雪，终于为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创
造了条件。

事实的确如此，鞍山市第一时间组建了暴雪应对工作指挥部，还实行了
路段的全包保制度，市级领导包保各城区、开发区，市住建局及市城市建设
发展中心、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等包保路段，使每段路的除运雪工作落实到责
任人。鞍山各级党组织还充分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积极组织社
区、企事业单位、社会力量投入工作中。在全市6000余名环卫工人、1500余
名驻军战士、5000余名机关干部、大量社会志愿者共计3万余人，不眠不休、
共同奋战下，全市抗击暴雪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截至11月10日17时，鞍山市共出动各类除雪、运雪车辆1377台。经过
紧张作业，城区20条主干道全部开通，146条次干道全部打通，支路和街巷
路在逐步打通中。

48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

“上下车请注意安全”一句叮嘱暖人心
本报记者 刘家伟

11月9日5时，盘锦农发集团鼎源供应链的配送车就到了盘锦职业技术
学院的食堂。大米、猪肉、白菜、干豆腐、酱油……按照食堂的需求表，食材一
样也不少。食堂负责人说：“即使前两天下大雪路滑，配送车也是天天5点钟
就到了，没有耽误学生吃早饭。”

盘锦农发集团鼎源供应链的于德丰说：“我们的配送车3点钟就从仓库
出发了。下雪那两天，出发得更早，就是要全力满足食堂供应。”

鼎源供应链负责盘锦市103家单位的食堂配送任务，其中包括36所学
校。接到雪情预报后，鼎源供应链践行国企担当，成立了应急小组，积极与直采
基地、供应商进行对接，多渠道增加食堂所用商品的储备量，确保货源充足。

面对雪情，配送车提前出发，减少了分拣时间。鼎源供应链的管理人员
都充实到一线参与配送分拣。除了仓库，办公室也成为临时分拣车间。称
重、封箱、打包、装车……各个工序有条不紊，职工加班加点，确保配送车能
够提前出发。

学校食堂配送是鼎源供应链配送的重点。雪后开学第一天，在师生未
到学校的时候，就将食材配送到各个学校。虽然配送任务重，但鼎源供应链
仍然严格质量要求，确保配送的食材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要求，并满足合作单
位个性化需求。

凌晨3点出发保障食堂供应
本报记者 刘永安

11月 10日，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的门机司机赵恰爬上离地 30多米高
的门式起重机，在他狭小的“海景房”里开始装卸货物。连日来他迎风斗雪，
每日工作12个小时以上，守护了海上的交通线。

“货主们都心急，我们辛苦点不算什么！”28岁的赵恰憨厚地笑着说。面对这
场暴雪，赵恰主动请缨留在工作岗位。风雪来临前他和同事对门机进行了加固，
确保设备安全；风狂雪大的夜里，他和同事四处巡查，清理积雪；风雪初歇，他就
迫不及待地爬上门机，一干就是12个小时。

“饭菜都是同事送过来的，我就在门机操作室里对付一口。其实我这工
作环境还是不错的，操作室里有空调，不冷。”赵恰边吃盒饭边说。因为暴雪
来临时风力太大，港口门机停运了一段时间，现在赵恰和同事正加班加点装
卸货物，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

11月7日深夜，雪势刚减弱，公司就出动31辆铲车和26台捣运车对港
区所有主干道、铁路道口及道线、码头作业区域积雪进行集中清理，保证了
港区内各主干道可正常通车。目前铁路机头已恢复正常进出港，港口的各
项工作在井然有序地进行之中。

起重机司机12小时守护海上交通线
本报记者 崔 治

“暴雪天气只能徒步查找，我们抢修人员一步一步地排查找到故障点，
受损设备得以恢复供电。”11月9日，辽阳市10千伏化学线因大雪压倒树木
而发生接地故障，国网辽阳供电公司立即组织员工进行抢修，仅用两个小
时，故障排除，全线恢复供电。

11月7日至9日，辽阳地区迎来大范围雨雪冰冻天气。国网辽阳供电公司
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电力抢修人员连夜奋战在一线。连日来，国网辽阳
供电公司积极采用视频在线监控、大负荷线路测温以及线路覆冰检测等科技手
段加强设备运维，特别是对跨越高铁、高速公路等重要通道的输电线路带电部
位进行全面排查，重点做好重要区段线路杆塔基础和铁塔螺栓松动情况排查，
落实好设备防风、防暴雪、防覆冰等各项措施，并按照雨雪冰冻期间事故应急抢
修预案，全力开展输、配电线路故障抢修工作。

截至11月9日凌晨1时，供电服务指挥中心处理抢修工单105件，非抢
修工单94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累计处理37起异常；各生产单位连夜处理
配电线路故障8条次，所有故障停电地区均已恢复供电。

浴“雪”奋战全力恢复供电
本报记者 严佩鑫

“连续两天降雪，草苫子拽不起来，天晴后，苫子不能一下子都拽起来，
大概拽到1/3处就行，否则，光太强，影响作物生长。”农业技术专家王绍伟
讲解着。11月10日，强降雪天气终于告一段落，铁岭县各地设施农业积极
应对，蔡牛镇东二、蔡家坝、西贝河等村的200余家棚户，在农业技术专家的
指导下科学恢复生产。

走在东二村的棚区，一切井然有序。路面和大棚上的积雪基本清理完
毕，农民有的在为大棚通风换气，有的在棚内忙着剪枝、施肥。“下雪前，村里
就进行了积极应对，棚子加固、绑绳、草苫子落到底，因此几乎没受影响。现
在唯一的任务就是清扫最后一遍雪，迅速地把苫子拽起来，缓解作物没光低
温带来的损失。”王绍伟一边指导棚户恢复生产，一边讲解。

蔡牛镇是铁岭市铁岭县设施农业的主产区，面对本次强降雪天气，镇党
委、政府开展了积极应对，组织农业技术专家坐镇棚区，给农民最科学的指
导，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在雨雪天气之前，俺们就在专家的指导下给作物喷
上叶面肥还有防病的药，这样就能补充蔬菜急需的有机营养和大、中、微量
元素，你们看，尽管多日不见阳光，这黄瓜秧苗的叶片也没有枯黄。”西贝河
村大棚户韩启福高兴地告诉记者。

连日的强降雪，让蔡牛镇各地棚户对棚室的保温有了更加专业的认
识。“遇到降温降雨雪极端天气，对棚室的管理要以保温为主，棉被要使用保
温性好的材料，并且要加一层防雨覆膜，后墙和棚脚处加盖草苫子保温。”蔡
家坝村大棚户朱艳勇告诉记者。正是掌握了如此专业的技术，该村200余
栋大棚几乎未受影响。眼下农民都在棚内忙着整地，黄瓜苗一到，就可以开
展下茬作物的种植了。

雪后指导棚户恢复生产，专家们不肯错过任何一个细节。“晴天以后，不能
马上给草莓和其他作物补药补肥，只能是第二天给肥给药，如果当天给对叶面
损伤非常大，都是叶面喷洒，不建议沟灌滴灌。”在农业技术专家的指导下，蔡牛
镇400余栋大棚陆续恢复生产，确保今冬铁岭市及周边地区市场的果蔬供应。

专家现场指导菜农恢复生产
本报记者 王晓波

11 月 10 日，沈阳市部分中小学校学生返校复课。7 时 30 分，在沈阳
铁路第五小学门前，公安交警、学校教职工、家长志愿者正在相互配合疏
导交通，保证人车安全。沈阳公安交警和平大队民警张颖说，“我们加强
了警校家联动，加大警力配置，家长志愿者也从 5 名增加到 15 名，确保学
生入校平稳有序。”

恢复部分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是沈阳市在进行严格安全评估的基础
上作出的决定。沈阳市除雪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10日中午，沈阳一
二级马路已经全部露出黑色路面，并保持通畅。”

11月7日至9日，沈阳出现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雪天气过程，为1905年有气
象记录以来冬季最强降雪过程。而“先雨后雪”更是给除雪造成了很大难度。
能有效应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得益于沈阳市提前谋划、提前动手、快速反
应和全社会积极参与。

降雪开始，9000余名环卫工人出动，边下边除。截至10日中午，沈阳市已

累计出动环卫工人172626人次，推雪车、运雪车等机械设备177009台次，清运
积雪198万立方米。全市主次干道基本恢复畅通，正在继续细化清理，并向支
路、街巷路转战。为加快除运雪进度，沈阳市连发倡议，号召市民加入清冰除
雪行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要率先垂范，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沈阳市体育
局机关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动员党员干部投入清扫积雪
工作中，保障办事群众和周边干部职工出行安全。”

连续奋战的 2.4万名环卫工人已疲惫不堪，沈阳市发起“送一杯热水”暖
“橙”行动，呼吁市民走上街头，为奋战在风雪中的环卫工人送上一杯热水。在
沈北新区新城子街道北尚丽都社区，环卫工人喝上了热乎乎的牛奶，沈河区北
站街道为环卫工人送去了热豆浆和姜糖水……

11月 9日 19时，沈阳解除城市除雪红色预警，但除雪工作仍在继续。沈
阳市将围绕“雪中路通、雪停路畅”目标，动用一切资源、协调一切力量参与除
运雪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力争“雪中路通 雪停路畅”
本报记者 陶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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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过后，大连大街小巷玉树琼枝，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尽情享受
今冬第一场雪带来的惊喜。

本报特约记者 王 华 摄

11月10日，国网朝阳经济开发区供电分公司凌北供电所事故抢修人员深入厂区勘察、抢修，保证电力供应，为企业恢复生产创造有利条件。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面对极端天气，沈阳市供热管理部门多举措确保居民室温达标。
图为沈阳环城供热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监测供暖情况。

本报记者 郑 磊 摄

暴风雪后的温暖守护

“小同学，绕过积水，从这边走！”11月 10日 7时，盘锦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兴隆台大队民警孙天杨就来到兴一联南路的十字路口处疏导交通，为附
近的辽河油田兴隆台第三小学护校执勤。

“路面积雪清除后，车流量明显增大。今天学生们复课，全市共出动
交通民警 700 余人次、警车 70 余台次上路巡逻执勤，确保学校路段车辆
行人安全通行，交通环境通畅有序。”盘锦市公安局宣传科科长郑春玉告
诉记者。在第三小学校门口，李继光、卢丙俊、王德良3位校领导像往常一
样，站在那里迎接孩子，和家长打着招呼。记者看到，校园内部区域和校园周
边各主干道上，一条条“绿色通道”纵横交错。校长李继光说，为了今天的复
课，11月9日，200余名家长顶着严寒，克服交通不便等困难，自发来到学校扫
雪除冰，使师生上下学有了良好的出行保障。

记者从盘锦市教育局了解到，截至11月10日，盘锦市102所中小学校，
城区中的69所已全部开学复课，恢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部分农村学
校因积雪量过大，暂缓复课。目前相关部门正组织人力物力，奋力清雪保
畅，保障学校尽早开学，学生安全复课。

700名交警保学校路段通畅有序
本报记者 刘立杉

盘锦 PANJ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