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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疑

旱情连线

本报8月7日讯 入夏以来，长
沙持续高温，7月有22天气温超过
35℃。 为感谢坚守岗位的户外工
作者们，今日上午，王老吉携“烈
日英雄”高温公益行动，走进长沙
市轨道交通6号线二标工程第二
项目部麓松路站建设工地， 为户
外高温工作者们送清凉。

日前，王老吉发布《2018户
外高温劳动者调查报告2.0》，对

全国28个地区的户外工作者进行
调查， 旨在深入了解户外高温工
作者的工作状况与需求。 报告显
示，楼宇高空工作者、园林绿化维
护工人、 交警和消防人员出现中
暑症状的概率居行业前三位。

据悉， 该活动已连续开展18
年， 累计为户外高温劳动者送出
百万罐/瓶王老吉凉茶。

■记者 黄亚苹 通讯员 朱玲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今天从
省防指获悉， 根据监测分析及市
州上报的情况，受上周降雨影响，
长沙、岳阳、常德、怀化、永州、湘
西州等地干旱有所缓解， 但由于
降雨分布不均，局地干旱仍维持，
尤其是株洲、湘潭、衡阳、娄底等
地大部干旱仍缓慢发展。

据统计， 目前全省仍有10个
市州40个县市区201万亩农作物
受旱， 与上周相比， 减少了46万
亩， 因旱饮水困难群众2.5万人。
干旱主要集中在湘潭、 湘乡、涟
源、新化、衡阳、衡山、醴陵等县
市。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周哲 刘孝敬

本报8月7日讯 “风吹一片
叶，万物已惊秋”，今天迎来立秋
节气，但立秋并非入秋，在湖南，
夏日炎炎与秋高气爽仍有一场
“拉锯战”要打。预计未来一周湖
南大部难以摆脱高温， 局地最高
气温可达38℃。

今年，湖南的高温来得早、势
头猛。 据省气候中心数据，1月1
日—7月29日，全省平均高温日数
为22.8天， 较常年同期偏多11.3
天， 仅次于2013年26.1天，1961
年23.9天， 为1951年有连续气象
记录以来第三高值。

在省会长沙，高温也擅长“持
久战”，据统计，长沙7月共出现了
22个高温日， 一个月中三分之二

的时间被高温笼罩。
今天， 湖南高温天气将发展

加强，昨日下午4时30分，省气象
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预计
24小时内长沙、湘潭、常德、岳阳、
娄底、益阳、怀化、湘西州、衡阳及
株洲北部将出现35℃以上的高温
天气，其中衡阳、湘潭最高气温将
达37℃以上。8～12日，湖南仍以
晴热高温天气为主， 最高气温可
达38℃以上。

气象专家提醒， 今年立秋仍
处在“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
难消除， 公众需做好高温“持久
战”的准备，注意防暑。
■记者李成辉实习生周哲刘孝敬

通讯员 蒋丹

立秋天不凉，本周大部高温难退
今年高温日数攀上前三 省气象台再发高温黄警：局地可达38℃以上

连日来，我省饱受高温折磨，
每天眼巴巴地盼望着降温的市民
突然发现，8月7日，竟然已经立秋
了。

但现实残酷，走在街头，依然
是热浪滚滚，晒得人头皮发麻。湖
南大地不仅现在热， 未来一周还
会更热。 不少市民试图寻找一个
合理的解释，“早立秋冷飕飕，晚
立秋热死牛” 便开始频繁出现在
市民的朋友圈中。

有说法称立秋是以中午12点
作为分界线，中午12点以前，是早
立秋，中午12点以后，是晚立秋；
而今年立秋的准确时间是8月7日
21:30:34，所以今年立秋为晚立
秋。而晚立秋，天气会至少持续炎
热半个月以上， 而且这个热是闷
热、燥热，会让人烦躁，火气变大，
所以就有了“热死牛”的说法。

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现实
也是如此印证。省气象台预计，未
来一周湖南大部难以摆脱高温，

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 但近六
年的科学数据表明， 立秋早晚与
气温高低并没有明显关联。

如果按该说法 ，2012年至
2017年期间 ，2012年、2015年、
2016年属于“早立秋”；2013年、
2014年、2017年则属于“晚立
秋”。来自国家气候中心的数据显
示，“早立秋”的2012年、2015年、
2016年当月全国平均气温分别
为21.1℃、20.6℃和21.8℃。“晚立
秋”的2013年、2014年、2017年的
平均温度分别为21.6℃、20.2℃和
20.9℃。 而这六年的全国平均温
度21.0℃，3个晚立秋年有两个低
于六年平均温度。

所以说，立秋并非入秋，也不
能决定气温高低的变化。 中国气
象局高级工程师朱定真表示，这
次高温天气影响范围广、 持续时
间比较长， 主要还是受副热带高
压的影响。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周哲 刘孝敬

早立秋不一定冷飕飕 晚立秋也未必热死牛

连日来，长沙高温持续，酷
暑难耐， 不少人感叹这个时候
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泡在水里。
那么，如果有人每天8小时与水
为伍，你是不是很羡慕？就有这
样一群人， 不管是骄阳还是暴
雨， 都要穿梭在浏阳河上。不
过，他们并非游玩，而是为了打
捞河道漂浮物， 他们常年驾驶
着保洁船穿行于河面， 用自己
的汗水守护一泓碧水。 走近他
们，你会发现，烈日下、高温里、
河道间只有处处艰辛， 实在难
言羡慕。

为躲避炎热，
他们赶早点打捞

8月7日立秋， 却丝毫没有
秋意。上午10点，长沙的太阳已
经十分毒辣， 站在烈日下不用
几分钟， 裸露在外的皮肤就像
被火燎一般，全身刺痛。

烈日照在浏阳河水面上，传
来一阵阵热浪。远处传来发动机
轰鸣的声音，两艘小船的马达声
将平静的河面打破。船上，一个
身穿橙色清洁服、手持漏网的身
影在不时的劳作，将漂浮在河道
中间的漂浮物打捞起。 船头，已
经堆了不少漂浮物。

今年58岁的王德坤， 是金
强环保工作船的队长， 已经从
事打捞工作8年。在不少市民还
在沉睡的时候， 王德坤已经带
领由两只小船四名队员组成的
船队开始了打捞工作。

“这段时间天气炎热，每天
早上6点就开工， 趁着凉快，多
捞一点。”王德坤说，因为水面
遮挡物少， 烈日下除了阳光直
射， 还要接受阳光照射到水面
产生的反射，酷热难当，所以他
们宁可起早点干活。

每天弯千次腰，
捞千余斤垃圾

保洁船靠岸， 记者跳上王
师傅的船。船上除了放着铁耙、
铁铲、扫帚、竹竿、打捞网等必
不可少的工具外， 竟然还有电
锯。

“每个工具都有各自的用
处。”面对记者的好奇，王师傅
笑着说， 河道里除了体积较小
的漂浮物外， 还有不少“大家
伙”， 如果不进行切割分解，就
很难从河里打捞出来， 比如木
头。

在交谈中， 保洁船快速驶
向下一个工作点。 浏阳河风光
带舟桥广场区斜对面， 是浏阳
河的一个小回水湾， 这里河面
漂浮物并不少，有矿泉水瓶子、
水葫芦、粪渣……

由于近段时间降水偏少，
浏阳河水位不高， 河道边上不
乏杂草， 杂草中间夹杂着很多
水葫芦。“水葫芦覆盖河面，容
易造成水质恶化， 影响水底生
物的生长。”王师傅说，气温高
水葫芦长得很快， 打捞水葫芦
是他们夏日作业很重要的一部
分。

一根数米长的竹竿， 一头
绑着漏网， 这是王师傅清理垃
圾用的打捞网。弯腰、打捞、倾
倒……一套动作之后， 河里的
水葫芦已经到了船上。 记者注
意到， 师傅们作业时平均每分
钟弯腰不少于5次，一天弯腰能
达到千余次，打捞上千斤垃圾。

呼吁市民维护河道卫生

“河道以前味道很刺鼻，现
在好了很多，但只要一下雨，还
是会从下水道冲出很多垃圾。”
已经从事河道清洁工作三年的
赵冬初师傅告诉记者， 以前附
近居民们的环保意识不比现
在，乱排乱放、乱丢乱扔的现象
较多，如今的环保意识提高了，

河道的水质也比以前干净多
了。

绝大多数市民配合他们的
工作，但还是有受委屈、不被理
解的时候。赵师傅告诉记者，河
道设有观景平台的地方， 非常
容易“招惹”垃圾，也常有市民
在此钓鱼。他们到此工作时，就
会受到对方的嫌弃，“不钓鱼的
时候怎么不来清理？！”

而钓鱼没有及时清理的塑
料袋等垃圾， 也很容易成为漂
浮物的一部分。赵师傅说，别看
平时看着轻飘飘的塑料袋，落
到水里重量会加倍， 还常会从
捞网里漏掉， 他们不得不一遍
遍地将它们重新揽到捞网里，
“希望市民能越来越自觉地维
护河道卫生”。

记者注意到， 这些河道保
洁人员年龄都在五六十岁，年
龄较大。王师傅说：“这种辛苦、
挣钱又不多的工作， 年轻人吃
不消， 也只有上了一定年纪的
人，才沉得下心，日复一日。”

打捞完这块水域， 王师傅
的头上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
汗珠， 胸前的衣服也湿了一大
片。但还没来得及休息，王师傅
的微信响了，信息显示：浏阳河
街道陈家渡社区一六三至广铁
路水面上有漂浮物……

王师傅无奈地笑了笑，便
开着保洁船往提示地点赶去。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周哲 刘孝敬

■视频记者 王珏 黄磊
无人机 顾荣 视频剪辑 王珏

实习生 赖旭日 罗诗睿

干旱缓解,仍有201万亩农作物喊渴

王老吉为地铁工地送清凉

每天折腰千次，捞起上千斤垃圾

浏阳河保洁员：用汗水呵护一泓碧水

8月7日，浏阳河面上，河道清理打捞的师傅们在烈日下打捞河道杂物。 记者 王珏 摄

扫二维码，看高温下
的河道清洁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