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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说气象

杨梦倩

7月以来，副热带高压强势驻场，高温天气迅速“烧”
到台州。上周，我市晴热天气开场，大部分地区白天的最高
温为36—38℃。例如仙居在上周一早上7点，气温就超过
了30℃，午后迅速越过高温线，最高气温定格在39.3℃。

不过由于副热带高压调整，上周后期我市午后多阵
雨或雷雨天气，雷雨时局地还伴有强雷电、短时暴雨和
8—10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温强度也有减弱，最
高温为35—37℃。

刚刚过去的周末云系较多，午后出现了大范围的雷
阵雨天气，影响了气温冲高，白天气温稳定在28—35℃，
给燥热的夏天带来了丝丝清凉。

今天是入伏首日，蓝天白云早早“上岗”，滚滚热浪迎面而
来，宣告今年的三伏大幕正式开启，将持续40天。三伏天处于
小暑与处暑之间，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

本周副热带高压重整旗鼓，西伸北抬，主雨带也随
之变化，推向北方，因此一连串的高温天正在排队候场。
这一周，我市依旧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高温范围和强
度都将有所扩大和增强，高温的持续时间也会增长。局
部地区最高温将接近40℃，突破了37℃“酷暑线”，体感
从“正常热”变为“非常热”，大家记得做好防暑准备。

不过由于气温偏高，大气中积攒了大量不稳定能
量，局部地区容易产生短时的雷阵雨天气，例如18日午
后雷阵雨会赶来“凑热闹”，不过气温不会受到雨水打
压，最高温依旧保持在37℃左右。

入伏后，高温会成为家常便饭，请尽量减少外出，特别
是老年人、孕妇、有心脑血管疾病或慢性疾病的人。必须外
出时，尽量选择清晨和傍晚，并尽可能减少室外逗留时间。
外出时要注意携带遮阳工具和防晒物品，且要及时补水，
在大量出汗之后要补充淡盐水或者电解质饮料。

台州市区具体天气预报如下：周一多云，26—35℃；周二
晴到多云，27—36℃；周三晴到多云，27—36℃；周四多云，午
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28—37℃；周五晴到多云，28—
37℃；周六晴到多云，28—36℃；周日晴到多云，28—37℃。

今日入伏
我市热度再升级

玉环注册渔船即将结束为期3个月的休渔期，奔赴
东海生产作业。为确保8月1日第一批作业渔船按时安
全开捕，7月10日，在玉环市坎门街道灯塔船舶修造厂，
修船师傅冒着高温酷暑维修船只。

台传媒通讯员段俊利摄

渔船加紧维修迎开捕渔船加紧维修迎开捕

台传媒记者张梦祥

天气炎热，又逢暑假，正是溺水事件
的高发期。尽管防溺水教育从未间断，但
悲剧和意外还是时不时发生。对此，市公
安局治安支队维稳安保大队教导员陆雯
灵提醒，快乐虽大，安全无价，不少溺水
事故都是由嬉水引起，切不可麻痹大意。

不能心存侥幸

陆雯灵坦言，暑期天气炎热，孩子自
由时间增多，学生和家长缺乏安全意识，
监管不到位，是溺水事故频发的重要原
因。“从地域来看，游泳池、水库、水坑、池
塘、河流、海边等场所，都是溺水意外发
生的高发地点。”

不少家长会趁着假期带孩子到水上
乐园、游泳馆等场所游玩，认为有管理员
和救生员，相对会安全许多。不过，游泳
池若管理不善，救生员数量不足或疏于
职守，也可能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

“防溺水，家长不能缺席。”陆雯灵
说，救生员做不到时时刻刻盯住每一个
孩子，能时刻盯住自己孩子的只有家长
本人。在高危场所玩耍时，家长一定要学
会克制，不能被手机绑住视线。

“梳理往年溺水事故，我们发现除了
儿童，外来务工人员以及游客也是溺水
事故的高发人群。”陆雯灵介绍，与游泳
池相比，野外公共水域的潜在危险因素
更多，因台州本地水情比较复杂，深浅交
合处不明显，水温差异大，不熟悉这些情
况的人员极有可能发生溺水事故。此外，
野外往往人员稀少，一旦出现体力不支
等意外情况，很难第一时间获得救援。

这些年，仙居、天台等地的自然溪流
受到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的追捧。陆雯
灵提醒，河流溪涧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凶
险。这些区域水流湍急、河床复杂，且沿
岸的土壤层容易松动，不少溺水者一开
始都是抱着在岸边玩玩水的心态，结果
一个不小心便滑倒落水了。

她提醒市民，要前往正规的游泳馆
游泳，切不可“野游”或下水嬉戏。下水
前，要清楚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做足热
身准备，避免下水后因水温过凉刺激，或
游泳时间过长引发抽筋。

这些误区需避开

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吗？使用游泳圈
就能避免溺水？水浅的地方淹不死

人？……陆雯灵提醒，关于溺水，这些常
见误区需避开。

“从近年发生的溺水事故看，有一部
分溺水者是会游泳的，且不乏水性较好
的人。”陆雯灵说，呛水、抽筋、过度疲劳
等都可能导致会游泳的人溺水，切勿以
为自己会游泳，在水中就很安全！

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可以很好
地保护孩子？“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代替成
人监护。”陆雯灵说，游泳圈不是专业的
漂浮设备，当水流发生变化，未抓住游泳
圈或者游泳圈功能失效时，都可能引发
溺水。

“影视剧中经常出现溺水者拍打水
面、大声呼救的场景。但实际上，真正溺
水的人往往想呼喊却发不出声音，特别
是孩子。”她解释，溺水总是悄然发生的。
溺水时，吸入空气是第一需求，当人的口
鼻在慌乱中短暂浮出水面，受本能驱使
只会全力吸气，这会导致大量的水呛入
气管，根本来不及发声。

自救施救各有技巧

发生溺水怎么办？如何自救？
陆雯灵提醒，一旦发生溺水情况，

应尽量保持冷静，第一时间寻找身旁是

否有可以漂浮的物体，采取抱住或者扶
持的状态，让自己漂起来，同时向周围
求救。

如果身边没有漂浮物，则尽量保持
稳定，可以将双手抱于脑后，两肘打开，
让身体尽可能伸展放松。面部朝上，注意
将口鼻仰出水面，放松地漂在水面上，等
待救援。若遇人营救，积极配合，切勿惊
慌抓抱救援者。

遇到溺水者该如何施救？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陆雯灵强

调，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就算会游泳
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人。如溺水者离岸边
不远，可就近寻找绳子或竿子将人拉上
岸，并拨打 120、110报警电话，千万不可
手拉手进行救助，以免引起更多人落水。

“尤其要记住，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
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援，而应大声
呼救，及时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

需要重视的是，因为水情不同，水下
可能有很多未知因素，不推荐非专业人
员下水施救。“万不得已真要下水，一定
要从背后接近溺水者，再托起溺水者的
身体，让头露出水面侧游上岸。”陆雯灵
补充，千万不要从正面靠近溺水者，因为
出于求生的本能，溺水者可能会死死抓
住任何东西。

有人溺水时，不建议非专业人员下水施救

预防溺水，不能心存侥幸

台传媒记者罗家辉

每到夏季，黄岩永宁江大桥的桥底下
阴凉舒适，钓鱼爱好者常聚集于此，喜欢
游泳的市民也常在这里下水。然而，这里
同样是意外落水事故的多发区。

黄岩区水上救援队由一群热心公益、
具备水上救援专业技能的人士组成，自
2019年6月成立以来，在该水域已救援过
多位落水人员。

“快来，有人落水了！”去年 6 月 29
日，队长黄国正接到一个紧急求助电
话，有市民在桥下游泳时不慎被废弃的
鱼钩钩中手部，痛得无法动弹，被困在
江中。

救援基地离事发地点仅一水之隔，黄

国正立刻抄起桨板，冲向水面。靠近那位
市民时，他迅速抓住其手腕，稳住其情绪，
让其紧握桨板。黄国正小心翼翼地为他拔
除手中的鱼钩，随后缓缓地划桨带领他向
岸边移动，最终安全到达岸边。

“幸亏事发地离我们基地不远，不
然那人可能有生命危险。”黄国正说，绝
大多数溺水事故的受害者游泳技能一
般。在野外游泳时，对水域的全面了解
至关重要，包括水深、水中障碍物以及
水流状况等，这些都是避免不必要危险
的关键措施。

夏季台风常常伴随着大量降雨，水库
一般会进行预泄洪，以减轻库区压力。这
种情况也为周边村民捕鱼提供了机会，但
危险也随之而来。

前些年就有村民在长潭水库泄洪时，
携带渔网捕鱼，却因强烈的水流和复杂的
水下环境而失足落水，渔网缠绕在腿部使
其动弹不得，情况危急。

幸运的是，黄国正和队友正在不远处
进行水库泄洪时的安全保障。他们立刻划
桨向事故地点靠近。到达现场后，黄国正
和队友迅速评估了形势，一个队员潜入水
中，使用小刀小心翼翼地割断缠绕在村民
脚上的网。同时，其他队员在水面上提供
支持，确保所有人的安全。

通过团队的协作和快速反应，该村民
被成功解救并带到岸边。

“水库泄洪的水流强劲，不仅会影响
游泳者的速度和方向，还可能将人冲
走。”黄国正提醒，在野外水域，必须留意

水流情况，尽量远离水流湍急的区域。同
时，水越深溺水风险越大，所以建议尽量
不要野泳。

黄岩区水上救援队除了应对意外落
水的紧急救援外，也频繁介入救助因心
理困扰而一时想不开选择跳河的市民。
他们深知，心理层面的“防溺水”措施也
至关重要。

“落水救援的黄金时间非常短暂，仅
靠一次救援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队员
王彪说，许多青少年因为一时冲动而发生
危险，平时的关心和支持才是预防这类事
件的关键。为此，每次成功救援后，救援队
不仅会对落水者进行心理疏导，还会持续
关注并支持他们的生活，以防止再有悲剧
发生。

溺水风险就在大家身边

本报讯（记者谷尚辉）环境空气
质量状况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
名前列；全市水质总体评价继续保持
优秀；实施配套办法按日计罚、查封
扣押、移送公安机关案件等五类案件
办理数量连续7年居全省第一；“蓝色
循环”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新模式荣
获联合国环保领域最高荣誉“地球卫
士奖”……7月 12日，台州市生态环
境局向公众发布 2023年台州市生态
环境状况公报，去年台州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统筹污染治理与生态
保护，相关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2023年，台州市地表水总体水质
为优。全市五大水系和湖库监测的
118个县控以上断面中Ⅰ—Ⅲ类水断
面109个，占94%，无Ⅴ类（劣Ⅴ类）断
面。与上年相比，Ⅰ—Ⅲ类水质断面
比例上升2.7个百分点。

全市 10个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
水质达标率为 100%。以均值评价，10
个水源水质均为Ⅰ—Ⅲ类。31个“千
吨万人”饮用水水源中，水质达标的
水源31个，个数达标率为100%。

环境空气质量继续保持全国领
先位置。2023年台州城市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为 2.85，全省排名第三，在全
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十三。

台州市“治土”工作继续保持高
位推进，全市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
率 100%、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
96.86%，无因土壤污染引发农产品超
标、污染地块违规开发等事件。

2023年，台州还开展了 3个航次
的近岸海域海水质量监测。结果表
明，春季、夏季和秋季符合第一、二类
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分别为
3323 平方千米、4907 平方千米和
3206平方千米。

台州属中亚热带季风区，四季分
明，其生态系统类型、主要生态过程
及人类活动影响具有空间分异特点。
台州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市
生态环境质量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布
特征，西部和中部地区生态环境状况
好于东南部沿海地区，其中仙居县和
天台县森林覆盖率、植被生物量密度
高，其生物丰度指数和植被覆盖指数
处于较高水平。

根据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发布的《浙江省生态质量评价报
告》，台州市 2022 年度生态质量类
型为一类，生态质量指数（EQI）为
73.7，位列全省第四，仅次于丽水
市、温州市、衢州市。

空气质量状况全国前列，水质总体评价继续保持优秀

台州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7月14日，椒江区前所街道圆山社区党总支、椒江农商银行前所党支部开展“暖心关爱 清凉一夏”活动，为辖区环卫
工人送去绿豆汤、矿泉水、水果等，让一线环卫工人在炎炎夏日感受清凉和关怀。 台传媒记者聂杨波摄

夏日炎炎送清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