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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我省淮河以北已经“退烧”
据气象部门观测，7月28日，受冷空气影响，

副热带高压已经退到淮河以南。我省淮河以北
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已经降至30℃以下。

淮河以南仍然持续晴热高温天气，但较前日
也略微有所好转。其中，全省超过40℃的市县下
降至6个，最高出现在肥西，为40.6℃。省会合肥
为39.8℃，连续5天40℃以上的天气终于结束。

观测：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达17天
据气象部门观测，7月以来我省出现了两段高

温天气过程，分别是7月3日至7日及7月11日至
27日。主要特征包括：高温日数多、持续时间长、范
围广、强度强。7月23日以来37℃以上高温覆盖全
省，39℃以上高温覆盖全省的40%～65%。全省极
端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9℃，最高霍山42.0℃。

旱情：江淮之间出现中到重旱
受持续高温天气及降水偏少影响，江北大部

及沿江江南东部出现不同程度气象干旱，其中江
淮之间中到重旱。根据 7 月 27 日的土壤墒情监
测情况，沿淮、江淮之间大部地区和江南北部出
现不同程度旱情。

预报：高温天气自北向南逐步缓解
据气象专家预计，今天全省仍有大范围高温

天气，30日后我省高温天气自北向南逐步缓解，7
月31日至8月3日我省无35℃以上高温天气。7
月 28 日至 30 日受弱冷空气影响，我省自北向南
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

台风：“纳沙”或正面袭皖
今年第9号台风“纳沙”7月28日8时位于距

离台湾省台东市东偏南方向520公里的海面上。
根 据 中 央 气 象 台 发 布 的 台 风 路 径 概 率

图，“纳沙”从福建登陆后将一路北上，穿过
江西省正面向我省奔袭。预计 7 月 31 日至 8
月 2 日台风低压及其外围对我省有较明显风
雨影响。

烈日炎炎，热浪滚滚，连日来，合肥高温天气持
续不断，昨日，合肥市蜀山区红四方社区特地为辖
区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老兵、困难家庭、残疾家庭
等近百户居民送去急救药箱和人丹、风油精、绿豆
等防暑降温用品。

▋李文辉 陈三虎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药店免费为环卫工提供消暑药品
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 7 月 28 日上午，合肥市

瑶海区 20 家药店组团加入爱心驿站，环卫工人可
以就近到药店歇脚、喝绿豆汤。此外，还为环卫工
人免费提供藿香正气液、太极水等消暑药品。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记
者获悉，本次加入爱心驿站的 20 家门店均为百姓
缘大药房，每个门店门口都悬挂环卫工人爱心驿站
标识牌。百姓缘大药房企划部部长何豆豆告诉记
者，本次主要为瑶海区环卫工人、城管队员和交警
等一线工作人员准备了清凉大礼包，包括藿香正气
液、太极水、风油精、毛巾等，“他们工作累了可以进
店来歇脚，药店全天免费提供西瓜、水和绿豆汤，为
他们解暑，还准备了防暑、擦伤应急包，有中暑征兆
的市民也可以进入药店试饮藿香正气液。”

活动现场，还邀请了专家为环卫工等一线工作
人员普及了防暑知识。瑶海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
现场呼吁更多商家加入爱心驿站，有意向的爱心商
家，可拨打征集电话64420313。

星报讯（方继海 毛丹 记者沈娟娟周诚）昨
日11:18，合肥市芙蓉路公交站，今年51岁赵能超
驾驶的604路公交车准时发车，车厢温度47℃，因
为没有空调，方向盘、座椅和栏杆摸上去有些烫。

记者跟随赵能超坐上了604 路公交车，一走
进车厢，就像是进了一个巨大的蒸笼，即使车窗
全开，拂面而来仍旧是满满的热气。

“方向盘和座椅特别烫，经常有乘客上车后
摸了摸座椅，最终还是选择在车厢内站着。”赵能
超坐进驾驶座，记者看了一下车厢内的显示屏，
实时温度47℃。

从踏上公交车开始，赵能超头上的汗就没有
干过，衣服也汗湿了，发动、开车、停靠、再发动，

每到一站，赵能超都重复着同样的步骤，而他身
上的汗一直没有干过。

“没有空调已经习惯了。”一直将车开进底
站，赵能超才擦了擦头上的汗，到调度室稍作休
息后，又驾驶着公交车奔跑在线路上。

据合肥经开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6条线路约有200名驾驶员，其中有23名是退伍
军人，卫世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驾驶技术还是 1979年参军学的，负责
给前线运送炮弹、战备物品等。”卫世金记得，当时
的路只有一车多一点宽，山路特别不好走，一碰上
下雨，车子更容易打滑，对驾驶技术要很高，“在部
队严格训练后，我现在开起车来更得心应手”。

车厢47℃ 上车后汗一直没干过
星报记者探访高温下的合肥经开公交线

回到东北老家避高温
合肥濉溪东路社区居民吴丹，来自辽宁抚

顺，十多年前来到合肥做生意，现在已经在合肥
定居，说起合肥的高温天气，吴丹直呼“受不了。”
就连在合肥本地出生的两个子女，面对合肥的高
温，也常跟妈妈诉苦。

吴丹说，因为做生意的原因，时间上还算比
较自由，每当到了夏季，她总会带着孩子一起回
到辽宁老家避暑，“比起合肥来，老家简直凉爽的
很。现在夏季，有时候晚上的气温就只有 16℃，
早晚温差很大。”

选择小乡村来次清爽之旅
“今年高温数次达到40℃，真的有点吃不消，

高温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躲进空调房或者喝冰
饮就能解决，但对于我们年纪较大的人来说，这
些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起很多不舒服。”不

过，家住瑶海区三里街街道辖区三元小区的安师
傅却有着自己的“避暑胜地”。

今年 65 岁的安师傅，是一位老兵。1978 年
到大别山参与野战训练，当时正值酷暑，顺着大
别山脉，到达当时还叫鹞落村的岳西县包家乡境
内。“山里是真凉快，夜里还需要盖棉被。”

从那以后，这个凉爽的地方便在安师傅心中
烙下了印记，上班时候没有时间，退休后有了大
把的自由时间，每一年暑假，安师傅都会带家人
来到这里避暑。

在小县城购房，每年小住几个月
家住宝业城市绿苑的盛女士，早在一个月前

已经坐上高铁去了黄山歙县，每年去歙县住几个
月已经成了她的生活之一，“城市里面太热，我们
老年人老待在空调房里又容易生病，还是这里清
净阴凉。”

盛女士说，很早以前就有出门避暑的想
法，自己的爱好倾向文艺，特别向往屋前屋后、
鸟语花香的生活。选择黄山地区，是因为皖南
山清水秀，自然是养老的好地方，选择歙县这
个小县城，一方面在这里有着浓厚的文化底
蕴，另一方面，又充满着年轻的活力，她选择
在 一 小 区 全 款 购 买 了 一 套 房 子 ，“ 房 价 很 便
宜，我们完全能接受。买一处房子，是感觉这
里也有一个家可以长住，不然总感觉是个过
客，我想融入这里。”

躲避高温天气 他们各有妙计
地表71.1℃领跑全国，合肥有望冲进全国四大火炉城

市；合肥41.1℃，突破1959年 8月 23日的高温历史极值
41.0℃……连日来，这样的新闻标题常常见诸报端，市民们
也是纷纷寻找避暑办法。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
caijing.com）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他们中有的选择去一些凉
爽的地方避暑，譬如一些小城镇、海边或者山里，总之，选择
凉爽之地，避开高温。 ▋王玉荣 刘小娟 郑鹤鸣 记者 祁琳

连续多日合肥气温突破 40℃，高温酷暑下有
一群可爱的人坚守岗位，坚决做到“有警必出”，保
护着人民的财产生命安全，他们就是消防官兵。“八
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合肥市庐阳区海棠街道藕塘
社区党委为庐阳消防大队送去上千斤西瓜，感谢他
们为市民做出的贡献，希望这些爱心西瓜能给他们
带去一丝清凉。 ▋高磊 记者 周诚

第9号台风“纳沙”可能正面袭皖

下周一，我省最高温降至35℃以下

7月24日一大早，合肥市王大郢社区党委书记
李俊同志就召集大家召开了王大郢社区防暑降温
工作会议，要求各部门要加强高温期间的排查工
作，对于不安全隐患及时做到排除。图为社区工作
人员为瓜农赠送防暑物品。 ▋蔡静静 祁琳

持续多日的超高温天气终于开始走下坡路
了，来自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消息显示，30日后
我省高温天气自北向南逐步缓解，7月31日至8
月3日我省无35℃以上高温天气。 ▋记者 祝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