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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温 来
袭 ， 百 姓 生

活、企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面临
严峻考验，有众多的劳动者，仍
然坚持在户外工作，环卫工、建
筑工、快递员、交警等长时间高
温露天作业，他们是可爱可敬的
坚守者，他们头顶烈日挥汗如

雨，他们用坚守和付出对“爱岗
敬业”价值观作了最好的诠释。
如何答好高温民生卷，既是对民
生保障能力的检验，也是社会进
步的体现。

行胜于言，对于高温下坚守
岗位的劳动者，仅仅关注和致敬
显然不够，我们理应心怀感恩，
珍惜室外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把
关爱与呵护落到实处。用人单位

自然责无旁贷，每一个市民也应该
自觉行动起来，在做好自身防暑降
温的同时，做文明使者，看到环卫
工人在太阳暴晒下的马路上挥汗如
雨时，我们应该自觉不扔一片垃
圾；看到执勤的交警汗流浃背，自
觉遵守交规；看到冒着高温送件的快
递员时，我们可以递上一杯水、一
张纸巾；在酷热的天气里，还有水
电抢修人员、建筑工人等一大批劳

动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遇到他
们，我们应尽可能送上一个微笑、
一句问候……这些微小之举，体现
的不仅是个人的文明素养，更是对
户外劳动者实实在在的关怀和尊重。

高温之下有民生之痛，更有民
生之需。呵护高温下的民生，需你
我共同出力。只有以对人民群众高
度负责的态度，以高度的人文关
怀、高效的执行力，让全社会的关
心关爱化为“一笔一划”，才能答
好高温民生卷。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答好高温下的民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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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
稻半枯焦。”这正是我市高温热
浪下的真实写照。

进入 8 月份以来，高温、台
风轮番上演，无缝对接。江南到
重庆一带，正经历着今年以来持
续时间最长的高温过程。8 月中
上旬以来，宁波高温天天“打
卡 ”， 进 入 末 伏 ， 高 温 愈 演 愈
烈。根据市气象台最新资料分
析，未来一周，菲律宾沿海附近
及其以西的我国南海海域有台风
活动，此时我市还在副热带高压
控制范围内，高温略有减缓，但
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
温 34℃至 37℃。

8月高温持续时间
为何如此之长？

这与出梅偏迟、台风偏少、
副高强盛有关。

按照气象标准，夏天日最高
气 温 超 过 35℃ 为 高 温 ， 超 过
37℃为酷暑。今年 8 月初以来宁
波已经出现 10 个高温日，市气
象台连续 8 天发布高温报告。

气象资料显示，截至 8 月 17
日，今年宁波市区高温日数已达
24 天，余姚、慈溪高温日数分
别有 29 天和 27 天，历史排名均
在 10 名左右，今年宁波属于较
热年份。

气象资料显示，宁波高温容
易 出 现 在 7 月 中 下 旬 到 8 月 上
旬，宁波常年高温日数 22 天左
右，其中，7 月 10 日到 8 月 10 日
平均 14 天。而今年高温主要出
现在 8 月份，35℃以上高温日数
已有 10 天，最高出现在 8 月 14
日达 38.4℃，中北部地区高温日
数 在 11 天 至 13 天 。 从 分 析 来
看，未来 10 天我市高温天气仍
将持续，8 月份宁波有如此强度
的高温属历史罕见。

为何 8 月份高温时间持续如
此之长？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郭
宇光分析，一是出梅晚，出梅后
宁波便进入高温少雨时段和台风
多发季节。今年宁波出梅时间为
7 月 18 日 ， 比 常 年 偏 迟 11 天 ，
高温开始时间也跟着推迟。二是

台风影响偏少，今年以来仅有一
个台风“黑格比”影响我市。三
是今年副热带高压偏强，当前又
处于副高强盛期，副高影响时间
偏长，导致今年高温强度偏强，
时间偏长。

今年高温与常年相
比是否偏强？

8 月份一开场，高温就不断
“补作业”，奋力“赶进度”。8
月 12 日起，副热带高压进入鼎
盛状态，南达广东、北侵黄河。
在它的笼罩下，长江中下游、东
南沿海迎来稳定持续高温。

当前，我省正在经历今年以
来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大的
连续晴热高温天气。近来在全
国的高温榜单上，浙江“C 位”
出道。

相较于多地连续刷新高温极
值，到目前为止，今年宁波高温
并不是史上最强。

气 象 资 料 显 示 ， 2013 年 7
月，宁波遭遇 60 年来最严重的
高温热浪天气，高温强度之大、
持续时间之长，以及影响范围之
广为历史罕见，且降水少、蒸发
大。宁波平均气温、高温日数、
极端最高气温等气象要素均突破
历史同期纪录 （宁海除外）。

有 关 历 史 数 据 显 示 ，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13 日，全市平
均气温为 30.9℃，比常年同期偏
高 2.7℃ 。 35℃ 以 上 高 温 日 数 ，
全市平均 31.4 天，比常年同期偏
多 22 天，为 60 年来历史同期最
多 ； 其 中 北 部 地 区 33 天 以 上 ，
最多的余姚达 42 天。

相比于去年夏天，今年高温

也算猛烈。去年夏季，我市平均气
温 26.5℃ ， 较 常 年 同 期 偏 低
0.5℃ ， 其 中 7 月 偏 低 1.3℃ ， 是
2000 年以来第二凉爽的 7 月。全市
平均高温日数 15 天，比常年偏少 3
天 ， 且 未 出 现 39℃ 以 上 极 端 高
温。去年最高气温鄞州 38.2℃、余
姚 38.4℃、慈溪 38.6℃，全市平均
有 18 天≥35℃高温。

俗话说：“秋后一伏，热死老
牛。”市气象台有关专家表示，立
秋后出 现 高 温 ， 那 再 正 常 不 过 。
不过立秋后的气温比立秋前还要
高得多，立秋后才进入盛夏，这
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主要原因还是
因为今年副高北抬较晚。眼下三伏
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高温依旧不
可小觑，公众需防范高温热浪的不
利影响，各地要做好供电供水调度
及防暑降温等工作。

高温何时可以缓解？
近 10 天，我市连续出现蓝天

白云，朵朵白云，犹如棉花糖般镶
嵌在蓝色天空中。“甬城蓝”的美
图，刷爆了朋友圈。

甬城高烧不退，那高温“持久
战”还将持续多久？面对火热的天
气 ， 大 家 纷 纷 呼 唤 高 温 的 “ 克
星”——台风。根据中央气象台预
报，未来 10 天，南海和西北太平
洋面可能有 2 个台风生成。

有关气象专家分析，今年以
来，登陆我国的台风有近海爆发
的特点。如 4 号台风“黑格比”，
在 进 入 东 海 前 还 只 是 个 热 带 风
暴，短短 24 小时就加强到台风的
强度登陆，对浙江造成了不小的
影响。

最新监测显示，8 月 16 日下午
5 点，菲律宾东北部近海有一热带

低压生成，有可能发展为今年第 7
号台风，尔后逐渐向海南东北部到
广东西部一带沿海靠近，并将于
20 日 凌 晨 到 上 午 在 上 述 沿 海 登
陆。该台风对浙江影响不大。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 3
天，江南一带的高温态势稳定，江
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
北 等 地 的 部 分 地 区 最 高 气 温 为
37℃至 39℃，局地可达 40℃以上。

据专家分析，等到进入处暑节
气后，大气环流将逐渐调整，副热
带高压预计会大幅南落，届时南方
持续的高温炎热天气会明显消减，
同时北方的频繁降雨模式也将逐渐
结束。8 月下旬开始，宁波午后雷
阵雨会逐渐高发，尤其是月底，连
续高温很可能中断。

延伸阅读

高温天天见
防暑需要注意这几点

高温超长待机，地表温度比实
况气温要高，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下
十分危险。近期中暑患者急剧增
加，尤其是户外工作者，更要谨防

“热射病”。未来几天，甬城仍需饱
受“烤”验。那么，我们该如何防
暑降温呢？

一是及时饮水。及时给身体补
充水分是夏季防暑重中之重，天气
炎热身体出汗量大，需保持体内有
充足的水分可以消耗。建议多喝
白开水、淡盐水、茶水，饮料要
适 量 ， 因 为 饮 料 中 含 有 大 量 的
糖，多喝饮料可能会造成血糖升
高、肥胖等等。

二是外出做好防晒。尽量避免
在最炎热时段外出，外出穿戴好防
晒用品，比如戴帽子、戴墨镜、穿
防晒服、打遮阳伞等，最好在皮肤
裸露部分涂上防晒霜，可以有效避
免晒伤。

三是吃些“酸”味促进消化。
夏季炎热，容易造成食欲不振、脾
胃功能下降，所以可以吃些“酸”
味食物，可敛汗止泻、祛暑，预防
因为流汗过多而耗气伤阴，又能生
津解渴、健胃消食，如西红柿、柠
檬、山楂等。

四是保证充足睡眠。夏季日长
夜短、气温高，人体新陈代谢旺
盛 ， 身 体 消 耗 大 就 容 易 感 到 疲
劳。因此，保证充足的睡眠，可
使大脑和身体得到放松，有利于
恢复体力。 （厉晓杭 整理）

立秋后，我市正在经历今年最持久高温天气，市气象台连续8天
发布高温报告——

高温“持久战”还将持续多久？

记者 陈敏 通讯员 程冰凌

昨日，宁波市举行“中国医师
节”庆祝大会，会上有 10 位医生被
授予宁波市“医师终身成就奖”，这
其中就有海曙区章水镇杖锡卫生院
主治医师沈姣叶。捧着这珍贵的奖
牌，沈姣叶激动难捺：“我只是一名
默默无闻的乡村医生，没想到政府
授予我这么高的荣誉！”

1976 年，22 岁的沈姣叶从原
鄞县卫生技术学校毕业，来到章
水镇杖锡卫生院，成为卫生院唯
一的妇产科医生。“愿为山区人民
的健康奉献一生！”上岗第一天，
沈姣叶作出庄严的承诺。从此，沈
姣叶全身心守护着杖锡山民们的健

康，这一守就是 44 年，当年风华
正茂的学生妹，如今已是满脸的岁
月沧桑。

杖 锡 卫 生 院 成 立 于 1958 年 1
月，位于平均海拔约 800 米的章水
镇杖锡村，距离宁波市区 2 个多小
时的车程。因进出山区的交通极为
不便，一碰上头疼脑热，尤其产妇
生孩子，杖锡卫生院便成为杖锡村
民平时最大的倚仗。初到杖锡卫生
院的沈姣叶很快就开始独当一面。

1979 年 11 月 22 日，身怀六甲
的沈姣叶正在卫生院值班，隐约感
觉到腹部阵阵隐痛。可正在这时，
卫生院突然送来了一名即将临盆的
产妇，产妇的情况相当紧急。来不
及 思 考 的 沈 姣 叶 立 刻 投 入 “ 战
斗”，一边帮急诊产妇检查，一边
默默地忍受阵痛，终于产妇生下了
一名男婴。此时，沈姣叶已是疼痛
难忍，汗如雨下，5 个小时后，她
的女儿也呱呱坠地。

因为山区的特殊性，沈姣叶作

为杖锡一带唯一的妇产科医生，很
多时候不得不走山路上门为产妇接
生。记得有一天，大雨倾盆，卫生
院急诊室的电话铃突然响起，原来
十几公里外一名产妇突然临盆，情
况紧急，请求沈医生上门帮助接
生。雨大、路滑，沈姣叶没有片刻
犹豫，背上医疗箱便急急走上了山
路。待她深一脚浅一脚赶到产妇
家，再深一脚浅一脚赶回家时，出
生不足两个月的二女儿早已饿得哇
哇直哭。

这么多年来，沈姣叶接生的孩
子几乎遍及整个杖锡。就在几天
前，有名中年男子来到卫生院，看
到沈姣叶就激动地拉着她直道谢：

“沈医生，还记得当年我儿子要出
生时，我半夜来找您接生吗？”沈
姣叶却一脸茫然，“这么多年，我
接生的孩子差不多有千把个吧，真
不记得了”。

一年又一年，沈姣叶身边的同
事换了一个又一个。因杖锡卫生院

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年轻人很难
留得住。“刚来到卫生院，一共有
8 名医务人员。1980 年，就剩下 4
名医务人员了。”沈姣叶说，现在
卫生院有 3 名医务人员，实行 24 小
时值班制，长期住在院内为村民提
供基本医疗服务，共计服务人口
3187 人 ， 管 理 着 388 名 慢 性 病 患
者。沈姣叶曾好几次有机会走出大
山，但是，她从没动过离开的心
思。面对记者的采访，沈姣叶说：

“山里医生本来就少，我走了，谁
来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随着常住人口的递减，诊疗项
目也跟着大幅度缩减，沈姣叶也转
岗 成 了 一 名 全 科 医 生 。 2006 年 2
月，沈姣叶退休了。可是，看着医
务人员越来越少，她毅然决定继续
留在卫生院，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只要百姓有需要，我就会继
续扎根山区，做好百姓的‘健康守
门人’。”沈姣叶质朴的话语透出了
她对山区百姓浓浓的深情。

大山深处，她用一辈子守护山民健康
——记宁波市“医师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沈姣叶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王
锋） 因一支小小的疫苗，宁波 16
种疫苗可预防传染病的发病率降至
历史最低水平。记者昨日从市疾控
中心获悉，我市已连续 27 年无脊
髓灰质炎病例、31 年无白喉确诊
病例、8 年无新生儿破伤风病例。

据统计，到 2019 年，宁波人
常规免疫接种剂次数已由 1986 年
的 34.41 万剂次增加到 136.72 万剂
次，基础免疫接种率由 84.76%上
升到 95%以上。疫苗为千千万万宁
波人从出生起就建立了健康屏障，
让众多曾经肆虐的传染病，逐渐成
为历史。

据介绍，我市已保持连续 27
年无脊髓灰质炎病例、连续 31 年
无白喉确诊病例、连续 8 年无新生
儿破伤风病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发病率也得到明显遏制，发病数维
持在个位数或零发病水平。从 2017
年至 2019年宁波市乙肝人群免疫水
平监测结果看，宁波市 0 岁至 29 岁
人群的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率为
1.66% （较 1992 年全国全人群的携
带率下降 83.97%），其中 0 岁至 4
岁儿童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率下
降 为 0.34% 。 麻 疹 、 乙 脑 、 百 日
咳、甲肝、流行性出血热等疾病发
病率控制在历史最低水平，分别较
疫苗使用前下降 99.86%、99.03%、

97.52%、73.06%和 60.94%。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目前疫苗

主要分两类，免疫规划疫苗是指政
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据
政府的规定受种的疫苗，如乙肝疫
苗、麻疹风疹联合疫苗等；非免疫
规划疫苗是由公民自愿接种的其他
疫苗，如肺炎球菌疫苗、轮状病毒
疫苗、水痘疫苗等。记者从市疾控
中心了解到，随着预防为主的公共
卫生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自愿接种
非免疫规划疫苗的宁波人越来越
多。据统计，2019 年我市非免疫
规划疫苗接种超过 180 万针次，其
中成人合计接种 27.5 万针次，比上
一年上升了 29%。

根据目前相关疾病发病率数
据 ， 按 我 市 2019 年 底 人 口 数
820.50 万计算，通过维持高水平的
接种率，每年有 1.4 万余人避免感
染脊髓灰质炎、麻疹、白喉、百日
咳、流脑、乙脑、流行性出血热、
甲肝等疾病。根据接种疫苗卫生经
济成本效益估算，2019 年累计节
约 9 亿元左右因相关疾病发病造成
的经济损失。

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事
实证明，接种疫苗是预防和控制传
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节约了
巨大的直接医疗成本，减轻了家庭
和社会负担。

小小疫苗，为宁波人筑起健康屏障

16种传染病发病率
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本报讯（记者黄程 通讯员洪
琦 王陈玲） 眼下正是对虾、螃蟹
等海鲜收获季节,大批海鲜进入各
个加工企业进行冷冻保鲜加工，然
后远销各地市场。近日，在江北区
路林市场东侧道路 10 千伏移杆线
及电缆割接的工作现场，国网宁波
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为市场内的制冰
厂接入了临时发电车，以保证其正
常用电。

原来，路林市场东侧道路将规
划拓宽，为顺利开展道路铺设工
作，此路段原本处在道路边侧的电
力线杆需进行迁移“让路”。“路林
市场旁边是个码头，现在正值海鲜
当季，运输来的海鲜要在冷库保
鲜，需要迁改的线路不仅为该冷库
供电，更是路林市场主供线路的联
络支线，为确保冷库与仓库不受施
工影响，我们临时接入一辆容量为
1000 千 瓦 的 应 急 发 电 车 为 其 供
电。”江北供电分公司高压班班长

梁钱锋介绍。
临近中午，太阳暴晒下的电线

杆已超过 50℃，杆上顶部两侧的
铁 附 件 温 度 更 高 ， 如 果 不 戴 手
套，碰到就会被烫伤。在距离制
冰厂不远处的施工现场，工作人
员正在高温下开展 10 千伏移杆线
工作，浅蓝色的工作服完全变成了
深蓝色。

在海鲜加工保鲜过程中，制冷
技术是关键，而气温越高，极速制
冷设备要用电的功率就越大。为
此，在室外施工期间，国网宁波供
电公司还组织了红船党员服务队来
到了位于路林市场内的海誉制冰
厂，对制冰厂进行同步用电检查，
测量用电设备的负荷情况，确保高
温天里为制冰机器提供用电。

当天下午 4 点，移杆线工程完
成，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30 余名户
外 施 工 人 员 结 束 连 续 10 小 时 作
业，临时发电车撤场。

线路迁移断电10小时

应急发电车为冰厂续力“保鲜”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尹莹棋 陈子昂） 昨晚 7 点 50 分，
在江北消防救援大队，一场从天而
降的浪漫求婚感动了在场所有人
——千里驰援安徽铜陵抗洪，28
天后凯旋的消防员陈泽斌兑现自己
的承诺，趁着自己生日，以高空索
降的方式给女友来了一个惊喜！

1993 年出生的陈泽斌是一名
共产党员，现为江北消防救援大
队 白 沙 站 副 站 长 。 7 月 19 日 晚
上，宁波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应
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命令，紧急
出动 100 人 21 车 17 艘舟艇及 1 套
远程供水系统连夜增援安徽省铜
陵市洪涝灾区。刚刚订完婚正准
备领证的陈泽斌和战友们第一时
间随队出征。

次日下午 2 点，陈泽斌所在的
抗洪抢险队伍接到紧急任务，当
地普济圩陈瑶湖湖心堤出现漫堤
险情，加固堤坝刻不容缓。作为

党员突击队成员的陈泽斌不顾倦
意，冲在队伍最前方，与战友们奔
赴湖心堤。

在抗洪一线，陈泽斌心里牵挂
着女友：“我们本来计划那几天就
去领证的，现在只能推迟了，毕竟
抗洪抢险是第一位的⋯⋯”他说，
每次女友问起什么时候回来，他都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当时就想
着，等洪水退了，回去后我要向她
求婚！”

前天，他们圆满完成了 28 天
的增援任务，撤离归建。女友要来
看他，但被他拒绝了，因为战友们
帮他写了“剧本”，要给他策划一
次浪漫的求婚典礼，作为他凯旋及
生日的贺礼。“她进门，我就从高
空索降下来。我们用头盔布置了一
个‘心形’，打开上面的手电，形
成舞台效应，无人机‘递’给我戒
指，我向她求婚，感谢她的理解与
支持！”陈泽斌说。

千里驰援安徽抗洪凯旋

消防员兑现承诺
从天而降浪漫求婚

陈泽斌高空索降后向女友求婚。 （王晓峰 摄）

“甬城蓝”刷爆朋友圈。 （许耀立 厉晓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