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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定于2013年8月16日10：30在

本公司拍卖厅举行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第1标段：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废旧玉米编织袋一年的收

购权，全年约300吨；存放地点：西货场、生产二区或其它区域（在玉米存储期间，有可能增
加的其它存放区域）；

第2标段：安徽中粮生化燃料酒精有限公司废旧玉米编织袋一年的收购权，全年约
300吨；存放地点：酒精公司生产厂区或其它区域（在玉米存储期间，有可能增加的其它
存放区域）；

数量为预估，以实际销售时的磅码单为准。拍卖参考价：2260元/吨。
二、展示时间及现场联系人：2013年8月13日8：30至2013年8月14日17：00止；

地点：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
现场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13805521237、13955296299
三、资格审查、登记竞买时间：2013年8月8日8：00至2013年8月15日12：00止。

有意者请在此间至我公司办理竞买报名登记手续。
四、竞买资格条件：
1、竞买人需有一定经济实力、诚实守信、未发现有不良经营记录的，直接用于废塑料制品

加工或生产的企业，具有100万元以上注册资金的独立法人资格；
2、竞买人必须通过环保部门环评认证或颁发的排污许可证；
3、凭已通过2013年年检的单位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环保部

门的环评认证或排污许可证、法人代表身份证、单位公章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如委
托其他人投标的，须提供单位法人的授权书，报名时携带上述证件原件复核；

4、本次竞买资质已通过审核的客户，在委托单位或我公司有不诚信记录的均不予
参与本次竞买。

5、竞买人需在拍卖会开始前，每个标段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20万元，需从通
过资格预审的有资质单位直接转款，并在报名登记截止日前实际到帐。否则不予参
加拍卖会，竞买不成保证金于会后五个工作日内不计息全部退还。

五、公司地址：合肥市庐江路60 号机械大楼三层。
六、咨询电话：0551-62613863 62616072 13205511789。

安徽省经纬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8月8日

各地“迎战高温”
面对连日来的高温酷暑，各地积极

应对，采取各种措施防暑降温，确保市
民身心健康。

全省：9市相继启动抗旱预案
昨日，记者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持

续高温少雨天气致使我省淮河以南旱情迅速

发展。据统计，8月7日全省受旱面积已达

884万亩。

目前，宣城市启动了抗旱预案Ⅲ级响应，

黄山、池州、六安、淮南、马鞍山、合肥、安庆、

滁州等8市防指及省水文局启动了抗旱预案

Ⅳ级响应。 李小明 星级记者 俞宝强

合肥:万斤西瓜赠送环卫工
连日来，合肥气温节节攀升，毒辣的太阳

让普通人都“罩不住”，更别说户外工作的环卫

工人了。为了让环卫工人享受片刻清凉，昨天

上午，合肥市一商家向五百多名环卫工人捐赠

了1万斤西瓜。 少殊 记者 徐涛 黄洋洋

芜湖：消防员越百里山路送水
8月6日下午15时，南陵县何湾镇铁山

村大元岭村组百户村民饮用水源告急。南陵

消防部门得到消息后，派出一辆21吨重型水

罐消防车前往该村送水，消防员从县城出发

经过一个半小时，翻越100多里蜿蜒曲折的

山路将水送到了村里，极大地缓解了百户村

民群众生活用水困难。

陈清山 记者 王小雨 李青松

安庆：防空洞免费向市民开放
安庆市卫生局、气象局8月6日发布高

温橙色预警：安庆市未来一周高温天气仍将

持续，局部地区可能会突破40℃。

8月 6日开始，安庆人防开放了德宽路

258号（老人防办附近）和宜城路117号（中

北巴士公司附近）的两处防空洞，免费向市民

开放。 记者 王汝华

黄山：市民聚在横江公园纳凉
自7月份以来，我国南方骄阳似火,而黄

山市休宁县已持续了30余天大范围35℃以

上、局部40℃以上的高温闷热天气。连日

来，黄山市民及游客纷纷来到横江公园动水

区广场消暑纳凉。

黄俊军 记者 陈明

2000多民工站街揽活

昨日清晨5:30，记者来到位于临泉

路与站塘路交口的露天劳动力市场，这

里人头攒动，约有2000多民工。

“要工人么？我们大工小工都可以，

活包你干得漂亮！”在现场记者看到，一

有包工头过来大家便一轰而上。

老李住在磨店，在该劳务市场已经

13年了，主要从事瓦工。

老李说，由于天热，工钱挺高的，大

工一天在240元左右，比平时多三四十

块钱，当天干完当天就结工资。

在太阳底下干活一天多10元

记者了解到，临泉路与站塘路交口

是合肥最大的露天劳务市场，每天到这

里等活干的有3000人左右。“与其他劳

务市场相比，这儿民工较年轻一些，而且

技术也很好，所以活比较好找。”一民工

告诉记者。

“只要有钱挣，苦点累点其实无所

谓，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高温补贴，对我

们来说，只要谈好价钱我们只管干活就

行了。”民工王大平挽起袖子让记者看，

并说道，“你看，这都是晒的，一个夏天下

来都要晒掉几层皮。”

“一般情况下，在太阳下干活，要比

其他工人每天多10块钱。碰到好的老

板，还会搞点西瓜、冰矿泉水给降降温；

碰到抠门的包工头能提供一点开水喝就

不错了。”老钱向记者说道。

收工后买瓶啤酒犒劳自己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露天劳务市

场的民工，多数都是来自合肥周边地区，

为了节省开支，几个工人合租一间屋。

老黄来自六安，常年在临泉路与站

塘路交口的露天劳动力市场找活干，他

和工友们租的房子就在附近。

记者跟着老黄来到租住地，房间内非

常拥挤和闷热，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内

摆了两张床和一个地铺，还有一台摇头风

扇。“租金每月200元，大家平摊，最多的

时候这屋子里住过5个人。其实这也就

是一个睡觉的地方，白天又不在屋里呆。”

老黄告诉记者，为了解乏，每天收工

后都会买上两个卤菜和

一瓶冰啤酒来犒劳一下

自己，有时大家也会一起

喝啤酒。

记者 李尚辉

42℃高温至少将持续到13日
我省高温天数史上第二位；气象专家分析称：大气环流“病了”、台风“蔫了”

罕见、可怕的持续超高温天气正在肆虐。昨日一早，省气象台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了我
省最新的高温特征和高温发展趋势。

据悉，我省高温日数已经排到了史上第二，42℃的高温天气至少还要持续到本月中旬。

高温天数已跃居史上第二位
据省气象部门观测，7月以来,我省

出现四段高温天气，分别为 7月 1～4

日、8～13日、17～20日及7月23日～8

月6日。总体呈现高温日数多、持续时

间长、范围广、强度强的特点。

7月以来，我省高温呈现北少南多

分布，江淮之间西北部及沿江江南达20

天以上；与常年同期相比，全省高温日

数偏多，其中江淮之间西北部及皖东南

偏多10～19天。皖东南平均高温日数

26天，为1961年以来同期第二多。

42℃高温至少持续到13日
7月23日以来，35℃以上的高温天

气覆盖了全省绝大部分地区，8月6日

11时30分，省气象台发布了沿江江南

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高温红色预警信

号，8月7日9时40分继续发布淮河以

南部分地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截至昨日下午4:00，我省仍有十几

个市县实现气温突破了40℃。

据省气象专家预计，未来一周我省

晴热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并发展，部分地

区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超过历史同期极

值。最高气温淮北中东部37～39℃；其他

地区38～40℃，局部地区可达42℃左右。

据省气象专家介绍，造成今年这种

罕见高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点：

首先，长江中下游梅雨期与历年相

比较短，出梅较早，副热带高压从7月上

旬便开始持续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受

下沉气流的影响，天气晴朗少云、太阳辐

射强、大气湿度大，因此天气潮湿闷热。

其次，副热带高压强度明显强于历

史同期。往年7月上中旬长江中下游还

处在梅雨季节，而今年由于出梅早，高温

日数明显偏多，再加上副热带高压比较

强，导致气温持续攀升，所以才把江南变

成了“吐鲁番”。

造成高温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大气

环流的异常，截至目前，北上并深入内陆

的台风几乎没有。

目前我省部分地区的地面温度已经

达到60℃以上，随着高温的发展，在8月

上旬地面温度可能更高一些。有研究表

明，一般地温在70℃以上，爆胎的几率

就会猛增。同时行车超速、超载或紧急

制动都容易引发爆胎。因此，可以适当

降低车胎气压，或者为车胎改充物理性

能更加稳定难以膨胀的氮气。若长途行

车中发生了胎温过高的情况，应及时将

车辆停于阴凉处休息降温。

气象篇 分析篇

大气环流异常，台风也“冲不进来”

交通：地温超70℃，爆胎率会猛增

影响篇

高温持续，需注意防范因用电量

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

大而引发的火灾。从省电力公司了解

到，随着高温天气的持续影响，7月25

日 20:42，全省统调用电负荷达到

2523万千瓦，首次突破2500万，今夏

第六次刷新历史纪录，截至7月29日，

全省 16个地市用电负荷均已创历史

新高。25日以后全省高温形势更加严

峻，电力负荷更会高居不下，预计在8

月上旬我省电力负荷将保持在较高的

水平上运行。王兵 翟玉婷 记者 祝亮

电力：16市用电负荷均创历史新高

聚焦高温下的“站街民工”

太阳底下干活一天只多10块钱

每天凌晨4点至7点左右，
在省城临泉路与站塘路交口、王
大郢、五里庙等地马路边，有万余
头戴安全帽的农民工在这里等活
干，他们自称是“站街民工”。

那么，高温下，“站街民工”
是怎样度过的？让我们一起来关
注他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