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绿色”是示范区的重要内涵，其

中，鱼米之乡的生态农业是绿色发展的着眼
点之一。示范区挂牌一年间，两区一县的气

象部门聚焦湿地生态系统综合治理、东太
湖水质监测、长三角大气环境联防联控等

领域，都为示范区生态绿色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

吴江区的“直通式气象服务”助力“互联

网+现代农业”，让农户们的“为天发愁”变
成“未雨绸缪”。在吴江区北联村的农田里，

几座气象自动站每日都对农田气象变化进
行全天候实时监测，通过显示大屏对灾害性

天气提前预报预警。凭借高空卫星遥感、空
中无人机、地面农田传感网和便携式作物监

测仪等，依托稻麦智慧管理服务平台，吴江
的气象工作者还与植保站密切配合，在应用

手机或电脑终端获取定量诊断作物生长状
况和动态调控作物追肥方案，并为北联村提

供量化的管理建议，确保增产增效。“何时下
雨何时施肥，何时雨停何时抢收。气象部门

都会及时推送信息到每家每户手机上。”吴
江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大户王建林说。
嘉善气象部门则把开展面向特色农产品和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智慧气象服务作为切入点，气象为
农服务逐步由传统的“漫灌式”粗放服务向“滴灌式”

精细服务转型升级。黄桃是嘉善重要的特色农产品
和经济农产品，黄桃喜温喜光怕涝，花期的低温霜

冻、成熟期的台风和大雨天气，对黄桃产量和品质影
响很大，因此，黄桃种植户每天都会收到详细的农用

气象服务信息。除此之外，针对黄桃遭遇气象灾害后

理赔难定损难的难题，嘉善气象部门还完成黄桃气
象指数保险关键指标研究，正与相关部门合力推动

黄桃气象指数保险落地。 本报记者 马丹

    秋日的江苏同里古镇，游人如织，时光

静好。伴随一体化示范区工作的推进，这里
的沪苏浙游客数量稳居前列。游客们喜欢

古镇里的“烟火气”，而这些“烟火气”的运
营者曾经最为天气变化发愁。位于古镇戏

台附近的同里老字号———春官面馆已经开
业 18年了。陈春官、赵勤夫妇两人白手起

家，每天都早起备餐，为食客提供当日新鲜

面条。“一下雨，卖的面条和馄饨要少一半
量。以前天天守着电视等天气预报。现在方

便多了，打开吴江气象的微信公众号、看看

古镇里大屏幕，就知道下不下雨。”老板娘
赵勤高兴地说，天气预报越来越准，说几时

几分下雨真的就几时几分下雨。
同样被精心“照看”的还有古建筑退思

园。吴江区气象局联合苏州市气象局灾防
中心组织防雷专家队伍主动上门，为同里

古镇国保建筑退思园的防雷项目建设出谋

划策。“文物古建筑始建时间长，通常都是
某个地方或者某个时代文化的标志。但是，

古建筑遭受雷击的事时常发生，一旦遭受

雷击，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坏。”吴江区气
象局副局长解小寒说，在江南一带，像退思

园这样的古建筑有很多，如何不动“一砖一
瓦”设计退思园的防雷方案，或许未来能给

示范区内古建筑防雷带来启发。智慧气象
服务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青浦、嘉善也没

“落下”。2019年 11月，青浦气象部门针对

气温与“水上森林”颜色变化对红杉观赏期
进行荐游，游客量增加了 10%? 15%。嘉善

县气象局主动和大云镇合作，在度假区建设
大气负氧离子站，24小时实时监测并发布

报告，助力全域旅游开发和特色小镇建设。

    “42天，上海今年经历了本世纪以来

最长的梅雨。”今年 7月 21日，上海出梅
时，示范区的气象专家们长舒一口气：自 6

月 9日入梅以后，“暴力梅”连续带来多轮
强降水，最终导致太湖流域降水量高居历

史同期次高，超警戒水位更是持续 48天。
“当时，太湖周边河网水位上涨明显，

单日最大超警戒水位站点达 67个，直接影

响长三角地区的防汛形势。而青浦地处示
范区下游，作为上游来水必经通道，面临的

防汛压力更大。”青浦区气象台副台长成璐

说，面对太湖严峻的防汛形势，沪苏浙皖四
地气象部门“线上联动、线下突击”，共同构

筑起一座防御堤坝。“2019年，示范区搭建
了全国首个跨省市的区县气象局一体化

天气会商视频系统，吴江、嘉善、青浦三地
预报员在把握本地风雨预报的同时，能通

过区域联动及时了解上游面降雨量，分析

其可能对本地水位带来的影响，有效提升
气象服务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实现‘1+

1+1?3’。”

同样被示范区联动机制“锁定”的，还
有 8月突袭长三角的今年第 4号台风“黑

格比”。当“黑格比”预计登陆点“瞄准”浙江
时，青浦、嘉善、吴江气象部门就闻“汛”而

动，立即开展三地会商，增加示范区内天气
实况通报频次。快速有效的气象保障服务，

不仅“先知”城市气象风云，更为百姓生活

“护航”。“去年‘利奇马’时，受风雨影响航
班延误，出差计划被打乱。而今年，我提早

一天就收到青浦区气象局关于‘黑格比’的
信息，及时调整出差计划。”已在上海青浦

工作快 3年的江苏人陈鹏说。

    60?，你退休了，身体硬朗精力充沛。 社
区里刚好有个“老伙伴互助”项目，如果你愿
意服务“高龄老人”，聊聊天说说话，每天探望
一次，付出的时间被记入“时间银行”。等你更
老的时候，只要需要，就会得到同等时间的志
愿服务。

这个“时间银行”，你接受吗？上周，《上海
市养老服务条例（草案）》提交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 27次会议二审，草案修改稿中，“时
间银行”呼之欲出。 如果说，移动互联时代必
须保障老年人“不使用智能手机”的权利，是
数字社会应有的尊重和友善； 那么，“时间银
行”就是积极老龄化的一大创意。

早在 1979年， 上海就在全国率先进入
老龄化社会， 如今也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
市，60 ?及以上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从
2010 年 的 23.44% 上 升 为 2019 年 的
35.2%，提高逾 10 个百分点，其中 80 ?及
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占比已达 15.8%。既然，深
度老龄化是大势所趋，那就以“积极老龄化”

用好老龄社会资源，拿出有用、管用、好用的
养老服务创意，让高品质高质量生活充盈“夕
阳红”的好时光，比如，“时间银行”。

因此，《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 （草案）》第
42条提出：“鼓励和支持老年人开展社区邻
里服务、 低龄健康老年人与高龄老年人结对
关爱等互助性养老服务， 探索建立互助性养
老服务时间储蓄、兑换等激励、保障机制。 ”这
里说的，就是“时间银行”。 其实，“时间银行”

已在一些社区试点，正因为行之有效，才被地
方立法青睐。

“时间银行”，是应对老龄化的制度设计，

是行之有效的社区实践，是引导“老有所为”

的志愿服务，更是“积极老龄化”不可或缺的
世道人心。这阵子，一位独居老人将房产公证
后赠送水果摊主的新闻， 信息量很大。 有人
说，这是公证制度对老年人权益的有力保障；

有人说，这也是一种别样的“以房养老”……

这些，都是新闻背后复杂法律关系通俗的“民
间解读”。

“时间银行”，储蓄的究竟是什么？恐怕并
非简单的“时间量”的记录，更是精神财富的
积累，假如人人都有这样的储蓄，全社会就多
了一种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无论是个人还
是社会， 创造、 积累财富———物质的和精神

的， 才是永恒发展的不竭动力。 孟老夫子
2000多年前就已判断：有恒产者，有恒心。因
此，设立“时间银行”，只会促进更多人加入义
工行列。 要激励“普通人”奉献社会，就千万别
拔高了对奉献者的道德要求。 无论哪个时代，

纯粹的“道德巨人”总是少数。所以，“为奉献者
奉献”才成了世界公认的志愿者“激励原则”。

而所有创意，要变成具有普适性的实践，

都需要时机。大数据时代，让“时间银行”的储
蓄兑现，在技术上已无障碍，通存通兑也不难
水到渠成。或许，你参与了“时间银行”志愿服
务， 一生也不会动用其中的储蓄， 但，“用不
用”是个人选择，“给不给”却是“社会认同”。

想想看，当你老了，不只可以坐在摇椅里遥想
当年，更可老当益壮服务社区，“时间银行”天
天有收益，富裕的感觉，很不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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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银行”天天有收益
姚丽萍

新民眼

这片江南水乡不再完全“看天吃饭”

让 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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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一年前，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正式挂牌。在这被誉为“最江南的江南”里，河网
水系纵横、湖泊星罗棋布，一条东西走向的太浦
河串联起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
善县和上海市青浦区。而这“最江南”里，和水有
关的云雨轮转更是牵动万家———进博会气象保
障如何区域联动？江南水乡的独特魅力怎么通过

旅游气象展现？智慧气象如何推动地方特色农业
发展？

日前，本报记者跟随“智慧气象助力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走基层
看气象主题采访团深入探访发现，随着一体化气
象保障服务深度融入，这片江南水乡不再完全
“看天吃饭”，气象现代化正让“江南风”更美。

■ 气象现代化助推这片
江南水乡展现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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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击世纪最长梅雨会商联动

让古镇“一碗面”更香精细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