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9日中午12时许，湖南长沙体验了一把“黑云压城”。在狂风骤雨、电闪雷鸣之
下，城市上空瞬间变成了黑夜。随之而来的是出行困难、道路积水，部分路段被迫管控。

为何近期湖南强对流天气多发？湖南省气候中心气候预测首席专家谢益军解释，今年
4月以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偏强、偏西、偏北，在南风暖湿气流的持续增温下，低层
大气变暖，我省升温迅速。与此同时，北方冷空气也较活跃，当一股股冷空气自高空俯冲南
下至我省境内，空气温度就会呈现“下暖上冷”的不稳定结构，从而引发短时强降雨、雷暴大
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李致远 图/顾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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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纪录，全球经历“最热四月”
魔幻天气频现，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愈发重要

事实上，整个2024年的4月，对南方地
区的人们来说都是“水深火热”的一个月。

首先是水深。4月结束，广东、江西今
年都迎来了有气象记录以来雨最多的一
个4月，湖南、浙江、福建、重庆、四川降雨
之多排到历史第二。

4月的雨量破了纪录：江南、华南以
及西南地区东部有大量站点4月总雨量
打破同期纪录，其中广东41个区县打破4
月极值， 其中广东龙门累计降雨量高达
1292.4毫米，佛冈1152.4毫米，都比同期
偏多3-4倍， 广州累计降雨量为534.1毫
米，较同期（193.8毫米）偏多近2倍。

据中央气象台监测，今年入汛（4月1
日）以来，江南和华南北部累计降雨量较
常年同期偏多80%至200%。4月份以来，
我国南方地区先后已发生多轮强降雨过
程。清明节期间，广东等多省份部分地区
遭遇大到暴雨。受其影响，珠江流域北江
发生2024年第1号洪水， 为今年我国主要
江河首次发生编号洪水，也是全国1998年
有编号洪水统计以来发生最早的一次。

再说火热。全球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
“最热4月”。

据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
候变化服务局在5月8日发布的公报中
说，全球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
4月”， 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已连续11个月
刷新该机构记录的同期最高值。

今年4月，全球近地表平均气温首次
突破15℃，达到15.03℃，刷新2016年4月
创下的14.89℃纪录，比工业化前（1850年
至1900年）同期平均气温高1.58℃。同时，
过去12个月（2023年5月至2024年4月），
全球平均气温创该机构有记录以来新
高，比工业化前同期平均气温高1.61℃。

据相关气象学者表示，温室气体浓度
越来越高， 将继续推动全球气温创造新
纪录。

“天有不测风云”。雷暴大雨，是躲着还是冲回家？地
震来了，是赶紧跑出去还是蹲角落？新闻里的一句话、一
张图，视频里的一次呼救，有可能就关乎生命。

防灾减灾、 抗灾救灾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
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这是一个基
本国情。

3月22日，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通
知，要求做好2024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加大项目活动内容、机制和载
体形式创新，不断扩大防灾减灾科普宣教覆盖面和影响
力。 推动有关基层单位深入排查灾害事故风险隐患，紧
盯重要目标、高危部位，强化安全漏洞整改，严防各类安
全事故发生。同时，要立足各种极端情况，组织开展有效
管用的应急演练，磨合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提高应急指
挥和处置能力。

通知指出， 要科学高效应对处置各类自然灾害，突
出灾害多发时段，加强预警性、苗头性信息收集分析，
及时组织开展部门联合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 推动预
报预警信息多渠道精准传达到基层一线， 第一时间启
动应急响应，提前果断转移避险，全力以赴做好应急抢
险救援、救灾救助等工作。要强化应急值班值守，严格
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等制度，时
刻保持应急状态，一旦发生突发灾情险情，确保有力有
序高效处置。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防灾减灾不仅是应
急之举，更应是长久之计。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学习应急
知识、掌握避灾自救技能，应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和
不能缺的必修课。掌握防灾减灾知识，从我做起，让设立
这一日期的意义进一步得到彰显。

【应对】
防灾减灾，抗灾救灾

防灾减灾小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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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
“水深火热”，魔幻的四月

你认识这个标志吗
防灾减灾日的图

标以彩虹、伞、人为基
本元素， 雨后天晴的
彩虹寓意着美好、未
来和希望。 伞的弧形
形象代表着保护、呵

护之意，两个人代表着一男一女、一老一
少，两人相握之手与下面的两个人的腿共
同构成一个“众”字，寓意大家携手，众志
成城，共同防灾减灾。整个标识体现出积
极向上的思想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之意。

2008年5月12日， 汶川发生8.0级大地
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009年3月2日，国家减灾委、民政部
发布消息，经国务院批准，自2009年起，每
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一方面顺
应社会各界对中国防灾减灾关注的诉求，
另一方面提醒国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更
加重视防灾减灾，努力减少灾害损失。

防灾减灾日为何定在“5·12”

我国关于防震减灾工作的最高法律
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由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于1997年12月29日通过，自
1998年3月1日起施行。2008年12月27日，由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修订通过，自2009年5月
1日起施行。

这是一部规范全社会防御与减
轻地震灾害活动的重要法律。 它主
要调整在地震监测预报、 地震灾害
预防、 地震应急和震后救灾与重建
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明确
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和公民个人在防御与
减轻地震灾害活动过
程中的责任、权利
和义务。

防震减灾工作的
最高法律性文件是哪个

现象02

4月29日中午，长沙“正午变黑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