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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红

上周，天气进入了晴好的无限循环大模式，阳
光持续不限量放送，给气温提供了偌大的上升空
间，从34℃到37℃再到40℃，这几天连续处在高温
热浪之下，让我们生出一种尚未进入三伏，但已热
过三伏的感觉。

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7月7日进入小
暑节气以后，“蒸煮”模式强势上线，不仅白天晴
热，夜间湿度加大“蒸煮”，热力持续一整天。台州

“炎值”飙升，也因此频频冲上全国最高气温排行
榜前十名。

梅雨季躲雨，炎炎夏日盼雨，对于雨水，台州
人也有自己的“追求”。午后雷阵雨被称为炎热夏
日里的降温神器，但只有“局”到头上了，才能享受
片刻清凉。很多时候，千盼万盼终于盼来雷声轰
隆，却不见几滴雨水。

本周副热带高压继续稳定控制我市，晴热
高温还将持续蔓延，并持续打卡一周。尤其是 7
月 12 日至 15 日高温强度较强，散发的午后雷阵
雨也会销声匿迹。16 日，我们就要进入真正的
三伏天，今年的三伏天是 40 天超长待机，其中
初伏 10 天，为 7 月 16 日至 7 月 25 日；中伏 20 天，
为 7 月 26 日至 8 月 14 日；末伏 10 天，为 8 月 15
日至 8 月 24 日。

常年来看，小暑至处暑之间，是高温发力的
时候，也是一年中高温天气最多的时段，建议大
家适当增加午休，尽量避免在正午时段外出或
进行户外工作，如果出现头晕、大量出汗、体温
升高、四肢无力等中暑症状，应立即前往阴凉通
风处休息，补充淡盐水，必要时及时就医，谨防
热射病。

台州市区具体天气预报如下：周一晴到多
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8-38℃；周
二晴到多云，28-38℃；周三晴到多云，27-36℃；
周四晴到多云，27-36℃；周五晴到多云，27-
38℃；周六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
28-38℃；周日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
或雷雨，29-37℃。

高温一周持续
台州“炎值”飙升

本报记者张梦祥

6月 30日 17时许，受多方面打击，一
少年萌发极端念头，犹豫之间拨打了我市
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 96525。好在工作人
员及时抓住“求助”信号，与当地警方取得
联系，成功解救该少年。

心理援助热线救下少年

“当时电话中，他的声音很低沉、音量
很小，而且伴随着很大的风声。”负责接线
的余敏华是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资深危
机干预师，当时，她立刻意识到少年处于
高处。

虽然类似场景余敏华经常碰到，但小
伙这个语音、语调却不由得让她心惊。她
马上警觉起来，尝试用温和而又冷静的语
调、共情的方式去了解原因。

不过，少年十分警觉，始终不愿意透
露任何信息。

“你现在在哪里呢？”
“为什么会给我们打电话呢？”
……
感觉到对方情绪很低落，余敏华耐心

引导，不断尝试找话题引起少年共鸣。

随着对话的深入，少年终于放下戒
备。原来，少年还在读高中，因近期家里
发生了一些严重负面事件，便起了轻生
念头。

耐心沟通 8分钟后，少年的情绪稍微
稳定了一些，余敏华尝试着引导其说出具
体位置和家人的联系方式，但他一直拒
绝。后在其不断开导下，少年终于说出自
己家乡。

然而，当余敏华想进一步给少年做情
绪疏导时，电话却被挂断了。立刻回拨电
话，已无法联系。

随后，余敏华马上拨打当地 110报警
电话，将来电者的号码和所了解到的信息
及时反馈告知警方，为救人争取时间。

经过警方将近两个小时的紧急救援，
少年最终被成功救下。

把握危机干预的最佳时机

“每个轻生的人在付诸行动前往往会
犹豫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打来心理援
助热线，就是一个最佳的干预时机。”余敏
华说。

在余敏华看来，作为心理援助热线接
线员，他们是倾听者，更是危机干预师，需
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评估来电者的心
理状况，确定来电者的安全问题等大致情
况。“我们需要从对话中了解来电者的问
题是什么，从言辞、语气之间判断对方焦
虑、抑郁严重的程度，在有限的时间里，所
有的话题会集中于此刻对方是否安全和

最为困扰的问题上。然后，尽可能去收集
能降低危机的信息，同时迅速对了解到的
情况作出判断，对方是否有轻生意向，是
否需要报警。

“不过，许多人虽然会拨打热线，但他
们的信任需要慢慢取得。只有确定我们能
够帮助到他们，才可能慢慢吐露真正的心
声。”余敏华说，目前来电者以青少年以及
家长为主，多是因抑郁、焦虑等情绪引发
的问题。疫情期间，来电量增多，涉及疫情
期间的家庭矛盾、失业问题、学生学业压
力等的求助都出现了明显增加。

余敏华说，碰到一些问题、矛盾冲突
用极端的方式是不能够有效解决的，当事
人首先要冷静下来，理性地去应对。确实
碰到难以解决的心理问题，可以及时到专
业心理咨询门诊进行咨询，危机干预热线
只能起临时的应急作用。

据悉，台州市心理援助热线自2018年
4月开通，20余名专业心理咨询人员全年
365天守候话机旁接听来电，为市民排忧
解难。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近 6000余人提
供各类心理咨询、疏导服务，有效挽救多
起处于轻生边缘的来电者。

96525已累计为6000多人提供心理疏导服务

心理援助热线成功“解救”一小伙

图为余敏华正在值班图为余敏华正在值班。。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不服“暑”，坚守一线战高温》系列报道

本报记者张梦祥 本报实习生夏珂逸

“呲……呲……”7月 8日下午，雷雨
将至未至，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银轮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氩弧焊工
王衩正挥汗如雨地忙碌着。从业15年，对
于高温作业他早已习惯。

只见他身着封闭劳保服、手戴防护手
套，戴好防护面罩后，右手拿起工具，左手
扶稳，对准焊接点，动作干脆利落。瞬间，
火星飞溅，随之一同落下的，还有豆大的
汗珠。“焊接车间同一般车间不同。氩弧焊
的电弧温度可以达到1800℃以上，在焊接
作业时，为了防止被飞溅的火星烫伤，我
们必须穿着长及手臂、脚踝的劳保服。”

王衩所在的氩弧焊生产线包含了三
道工序，自动焊，点焊和人工焊。其中，自
动焊部分已经实现了“机器换人”，工人们
只需要在面板上操作一下就可以让机器
自动焊接。而点焊和人工焊部分仍需要人
工完成。

将焊条点焊到面板上，看似简单，门
道不小。电焊工必须一丝不苟，死死盯住
焊接口，头也不能抬，以防出现半点差误。
这样的动作，对王衩来说，每天都要重复
无数次。

一路走，一路感受。记者注意到，整个

车间的热源还来源于飞溅的焊花。由于氩
弧焊焊接过程中会产生刺目的强光和焊
花，工人们的工作场所周围都围有挡光的
橡胶帘。这种橡胶帘在阻隔强光的同时，
也成为了帘内与帘外温度的分隔线。尽管
工人们的上方有两根冷凝风管道呼呼地
吹着强风，但焊接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仍使
得帘内的温度比帘外还要高出不少。

与此同时，王衩所在的车间有好几个
真空炉在不停运作。真空炉作为生产线上
必不可少的一名“猛将”，源源不断地释放
着额外的热量，使得车间内的温度也比其
他几个车间高出不少。

“就夏天这几个月难熬一些，一天能
喝掉六七升水，其他时候都还好。”王衩
说，受此前疫情影响，现在的工作量不算
小，好在公司在车间设置了休息室，工作
中途可以进行短暂休息，喝上几口水。

进车间半小时后，记者开始不适应
车间的环境。然而环顾四周，发现工人
们丝毫不受环境影响，依旧紧张有序地
忙碌。虽然汗珠不停地往下流，但大家
因戴着防护手套腾不出手，只能任由汗
水滴下。

据悉，为保障高温天气下员工的工作
状态，银轮公司十分重视人文关怀。针对
高温天气，免费为员工提供仁丹、藿香正

气水等防中暑的药品，食堂也坚持每天供
应绿豆汤等消暑食品。并在每个车间的员
工休息室 24小时提供空调、冰水。此外，

包括氩弧焊等高温作业工种的员工可在
完成当日工作量的前提下，灵活调整上下
班时间。

氩弧焊工王衩：高温与焊花双重“烤验”

图为王衩正在进行点焊工作。 本报记者张梦祥摄

本报记者谷尚辉

7月 9日一早 6点钟，300余名市民志
愿者组成的“护海共富”队伍，在台州湾集
合，共同参与台州市生态环境局发起的

“美丽台州 绿色共富”净滩公益活动，他
们带着一项任务共同出发：守护海岸线，
回收海滩废弃物，为海洋生态环境减负。

“净滩行动”中，有常年参与志愿服务
的台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有一
家三口“家庭服务队”，还有组团前来的小
学生。

“通过这样活动，我们知道了海洋保
护的重要性。”听说这次“净滩活动”，椒江
区人民小学二（5）班的同学们早早就报了
名，组团参加。

志愿者们戴起手套，手持编织袋，对
海滩周边的垃圾进行地毯式清理。当天天
气酷热，但志愿者们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
净滩行动中，互相配合，沿着海堤岸线，捡
拾塑料瓶、泡沫箱、腐坏木板等海岸垃圾。

“因为人类行为，海里会出现各种垃
圾，这些垃圾不仅污染海洋环境，也会对
海洋生物造成伤害。”台州市环保志愿者
协会会长程龙说，海水涨潮，部分垃圾被
冲上海岸，如果不及时处理，又会回到海
中，开展“净滩行动”很有必要。

经过一上午的捡拾，志愿者们将清理
出来的垃圾进行简单分类后，集中运送处
理。在椒江建立“海洋云仓”的浙江蓝景科
技有限公司将对海洋塑料垃圾等可回收
物进行回收再利用。

据了解，针对海洋环境保护，今年 6
月，“清洁美丽海湾 促进人海和谐”全国
海洋保护净滩行动就已启动开展。根据发
展改革委牵头制定的《江河湖海清漂专项
行动方案》要求，相关沿海地方要在 11个

重点海湾（湾区）开展为期一年的拉网式
塑料垃圾清理专项行动。

今年以来，作为省级试点，台州市在
椒江区探索实施由政府引领、企业主导、
公众联动的海洋塑料污染治理“蓝色循
环”项目，通过“陆防、闸截、滩净、船收”进
行源头控制，政府和企业协同发力，组织
渔民等对海洋塑料垃圾进行回收。

回收后的塑料统一转运至相关企业
回收再生，制作成为手机壳等高附加值产
品，产品收入反哺参与海洋塑料回收的一
线收集人员。

程龙认为，守护美丽海岸线不是一次
性的活动，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其中，他们
也希望通过“净滩行动”让更多的人参与
进来，一起守护美丽海岸线。

台州湾“净滩”行动守护美丽海岸

本报讯（通讯员梁微莎）物业小区生
活垃圾分类实行“两定四分”投放快一年
了，业主没有按规定投放真的会受到处
罚吗？业主乱扔后找不到人怎么办？近
日，椒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海门中队就
依托基层网格管理联勤联动机制，与市
公安局椒江分局海门派出所片警取得联

系，通过技术手段锁定了两名违反“两定
四分”规定的当事人，并对其作出简易处
罚决定。

原来，居住在椒江枫南小区的这两名
住户，于上午10点多到垃圾分类亭投放垃
圾。由于当时并非投放时间，导致大量垃
圾散乱堆放在垃圾桶周边，正值盛夏引来
蚊蝇集聚，给小区环境卫生造成影响。该
小区物业随即将该情况反映给椒江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海门中队。

收到物业反映后，海门中队第一时间
安排人员到物业中心查看分类亭公共视

频。根据公共视频内容显示，两人已违反
相关法规，但由于无法确定这两名业主具
体信息，海门中队便向海门派出所寻求帮
助，最终锁定了这两名当事人。

随后，海门中队根据公安部门的反
馈信息联系到了两名当事人，将其违法
行为进行告知。“当时就是为了贪图方便
省力，存在侥幸心理，以为视频不会拍
到，没想到在小区内未分类扔垃圾也会
被处罚。”两名当事人承诺，以后一定引
以为戒，并接受了海门中队对其作出的
简易处罚决定。

海门中队副中队长周志民说，随着
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不断提高，未分类
乱投放等不文明现象逐渐减少，该中队
也秉持人性化执法理念，以批评教育为
主，处罚为辅。“处罚并不是目的，文明规
范才是根本。”

据悉，海门中队坚持教育与执法相结
合，通过制定“分片式”推进、不定时巡查、
上门宣讲等方式，引导群众从“要我分”到

“我要分”的思想转变，专人执勤指导垃圾
分类落实到位，助力住宅小区环境整治，
不断提升城市环境品质。

引导群众从“要我分”到“我要分”

椒江：联动查处违规投放垃圾当事人

本报讯（通讯员张敏佳）“各位父老乡亲，欢迎来
到三合镇大横金村文化礼堂，共赏天台和三门 2022
年首场文化走亲演出。”话音刚落，热情的掌声此起
彼伏。

7月 6日晚，“鲜甜三门 和美天台”——三门天
台文化走亲活动在主持人的开场白中拉开序幕，现
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开场舞《欢庆秧歌》喜庆的音乐、轻快的舞姿迅
速抓住了观众的眼球；琵琶独奏《新编十面埋伏》将
气氛推上小高潮；越剧节目《宝莲灯——对月思家》
中演员精湛的演技与紧凑的剧情赢得满堂彩……最
终，整场演出在合唱《我们的新时代》中精彩落幕。

“真希望这样的演出以后能经常在家门口看
到。”“太好看了，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喜庆热闹
过。”……演出结束后，现场观众意犹未尽，希望这样
的活动能多多举办。

文化“走亲”，促进了天台、三门两地优秀文化成
果的交流，还增进了兄弟县之间的感情交流和信息
交流，是整合区域文化资源共享，实现文化携手共进
的有效平台，真正实现了“文化亲民、文化惠民；活了
文化、乐了百姓”。

天台：文化“走亲”
接地气

本报讯（通讯员杨灵叶）“人找到了！”7月2日上
午9时许，在临海市白云山一处山窝里，搜救人员找
到了周阿婆。此时，距离老人失联已经三天两夜。

6月 30日上午，72岁的周阿婆去附近的山上采
粽叶，到了天黑都没回家。家人四处寻找未果后，连
忙向临海市公安局大洋派出所报警求助。

接警后，大洋派出所立即调取相关视频，同时联
系民防救援队支援。经过1个多小时的视频搜查，民
警在大岭山附近的一个路口监控中发现了周阿婆的
身影。视频显示，周阿婆当日8时21分从这个路口进
入大岭山后，并没有下山的踪迹。警方初步判断，周
阿婆还在大岭山上。

当晚，大洋派出所集结公安、村民等 50余人联
合进山搜救。但大岭山山林茂密，沟壑纵深，搜索一
度陷入困难。直到第二天凌晨3时，搜救人员依旧没
有发现老人身影。

“我们调来了无人机、警犬，还增加了一支山地
搜救队，”大洋派出所副所长侯镒平说，多方力量参
与，就是希望在黄金救援时间内找到老人。

7月 1日一早，大洋派出所组织 100余名救援人
员以大岭山为中心，向附近山头扩散，展开搜救。由
于当天暴雨天气，山地能见度降低，加上路面湿润，
救援难度大大增加了。在搜寻四个山头后，搜救人员
于 2日上午 9时在大岭山往北方向白云山的一处山
窝里发现了周阿婆。

所幸，周阿婆身体并无大碍，精神状态良好。
于是，搜救人员将其安全送下山。看到母亲平安

归来，周阿婆的儿子瞬间热泪盈眶，激动地对搜救人
员连声道谢。

老人采粽叶迷失山林
警民联手救援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