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吴 强

新民随笔

2022年1月6日/星期四 本版编辑/顾 玥 本版视觉/戚黎明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综合新闻

本报讯（记者 马丹）寒潮、高

温、台风……2021年让你印象最深

刻的天气气候事件是什么？昨天，

上海市气候中心发布《2021年上海

市十大天气气候事件》，去年气候事

件创下不少纪录，“年初遇强寒潮，

气温近35年最低”“三伏多雨潮湿，

雨量创历史之最”“9月1日遇高温，

遇史上最热开学日”等榜上有名。

一 年初遇强寒潮，
气温近35年最低

2021年1月1日-3日及1月7-

9日，上海遭遇两次强寒潮影响，持

续出现低温，1月上旬全市平均（11

站平均，下同）气温为1.2℃，比常年

偏低3.5℃，为1987年以来同期最

低；低温造成全市多处水管冻裂，道

路结冰引发多起交通事故。

二 冬季前冷后暖，
2月气温创历史新高

2021年上海冬季（2020年12

月-2021年2月）前冷后暖。2020

年12月下旬-2021年1月上旬因

遭受强寒潮袭击，平均气温只有

3.5℃，比常年同期偏低1.6℃，为

近8年来最低。2021年1月下旬

起气温急剧回升，2月全市平均

气 温 9.8℃，比 常 年 同 期 偏 高

4.1℃，为全市有气象记录以来历

史同期最高。

三 台风“烟花”影
响时间长，累计雨量大

2021年第6号台风“烟花”于7

月25日12时30分前后在浙江舟山

普陀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西北行，

于7月26日9时50分前后在浙江平

湖沿海再次登陆。台风“烟花”强度

强、移速慢，对上海影响持续时间

长、累计雨量大。台风主要影响期

间，7月24-27日，各站累计雨量在

163.9（崇明）~416.5（金山）毫米，最

大小时雨量47.2毫米（7月24日05

时35分-06时35分）出现在金山亭

林镇，雨日居1959年以来影响上海

台风之首。

四 三伏多雨潮湿，
雨量创历史之最

2021年上海的三伏天从7月

11日开始，至8月19日结束，历时

40天，多雨潮湿，一反往常的夏日

炎炎。市区高温日数只有7天，为

21世纪以来同期高温日数最少；

全市平均雨量高达518毫米，是常

年同期的2.8倍，为全市有气象记

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全市平均

雨日为19天，比常年同期（14天）

多5天。

五 9月 1日遇高
温，为史上最热开学日

9月1日是常年上海中小学的

开学日。2021年9月1日是历史上

最热开学日，上海普遍出现高温，其

中徐家汇、闵行、金山的日最高气温

超过37℃；全市平均气温达30.6℃，

比常年值（26.4℃）高4.2℃，为全市

有气象记录以来9月1日平均气温

最高值。

六 国庆气温创新
高，遇史上最热国庆节

2021年国庆假期（10月1-7

日）上海全市平均气温高达26.1℃，

比常年同期高5.4℃，创历史同期新

高，为史上最热国庆节。

七 入夏早入秋晚，
史上最长夏季

2021年上海气象意义入夏

（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22℃）为5

月7日，较常年平均（5月29日）

偏早22天，为1873年以来历史第

二早；同年气象意义入秋（连续5

天日平均气温<22℃）为10月16

日，较常年（10月 2日）偏晚 14

天，为1873年以来历史第三晚。

夏季长度高达162天，为史上最

长夏季。

八 9-10月气温破
纪录，居历史首位

2021年9-10月上海全市平均

气温为23.5℃，比常年同期高2.2℃，

居全市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

高；9-10月各站平均气温为22.5~

24.1℃，偏高1.9~2.7℃，各站均创历

史同期新高。

九 入冬偏晚，史上
最晚入冬

2021年上海气象意义入冬（连续

5天日平均气温<10℃）为12月25日，

较常年平均（12月3日）偏晚22天，为

1873年以来入冬最晚（同1991年）。

十 年平均气温创
新高，史上最暖一年

2021年上海市年平均气温为

17.9℃，比常年平均（16.3℃）高

1.6℃，创年平均气温最高值，为全

市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暖年。

最热开学日、最长夏季、最暖年……哪个最让你印象深刻？

2021年沪 天气气候事件发布

据新华社西安1月5日电 1月

5日凌晨，西安市委组织部发布消

息，西安市委决定：刘鑫同志任西

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党组成员，

为副局长人选（主持工作）；西安市

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军同志因履职不力，停职检查。

1月4日，西安市“一码通”发生

故障，直到当天下午才逐渐恢复正

常。而在2021年12月20日，西安

市“一码通”就曾因访问量过大导

致系统崩溃。无法扫码导致许多

西安市民难以进行核酸检测。

本报讯 据人民日报消息，昨天

下午，西安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

布会：针对群众关心的医疗服务保

障问题，为防止就医过程中交叉感

染，对隔离点、封控区、管控区需要

紧急就医的人员，安排专车“点对

点”送至定点医院就医，并闭环接

回。其他人员持48小时核酸阴性

证明，自行前往全市正常开诊的医

院就诊，任何医院不得以疫情防控

为由影响患者就诊。对于急危重

症、血液透析、肿瘤放化疗等患者和

孕产妇，开通服务电话、绿色通道，

提供诊疗服务。

又讯 据“西安发布”1月6日消

息：近日西安高新医院发生一起孕

产妇流产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造

成恶劣社会影响。1月5日，经陕西

省、西安市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进行

调查，认定该事件是一起责任事故。

目前，西安高新医院已对相关

责任人作出处理：总经理范郁会被

停职，门诊部、医务部相关责任人被

免职。此外，西安市纪委对省市有

关疫情防控期间急救工作要求落实

不到位、履职不力的西安市急救中

心党总支副书记、主任李强给予党

内警告处分，对落实省市关于疫情

防控期间特殊人群救治工作要求不

到位的西安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刘顺

智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去年12月电费账单重发了？否！
系电量按“自然年”计算后“购售同期”所致，未重复计费

对孕产妇等开绿色通道

西安

“一码通”两次系统崩溃
相关负责人被停职检查

“虎票”昨天首发，邮迷排队

购买。据报道，很多邮迷为了第

一时间买到虎票，在邮政网点通

宵排队，有的甚至排了4天4夜。

在互联网销售如火如荼的今天，

这样的场景带点复古意味。

我理解，这大概就是邮迷、藏

家的乐趣所在：第一时间拥有纸

质的“虎票”。虽然人们寄的信已

越来越少，邮票作为寄信缴费凭

证的实际功能悄然淡去，但只要

邮票还在发行，总有痴心的邮迷

会买之而后快，不管仅仅是为了

收藏，抑或是为了将来的升值。

我在两周前也怀着很大的热

情，第一时间参与了新华社的“领

取属于你的2021记忆链”，据说

是可以“用区块链，为新闻留下永

恒数字纪念”，藏品每套只发行

10000份。那天晚上8时开始，我

不停地刷手机，经过十多分钟反

复刷新之后，终于顺利领取了8

套数字藏品，有“恭喜您领取成

功”字样，也有生成记忆链海报。

海报上，藏品名称、持有人、发行

方、发行数量、藏品编号一应俱

全。但我才疏学浅，不太清楚这

8套藏品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虎

票还能看得见、摸得着，区块链数

字藏品存在网上、藏在云端，看得

见、摸不着，怎么证明那是“我

的”？我，又能用它们来做什么？

区块链，又是数字藏品，很

新，但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我们的

生活会有怎样的影响，确实还不

清楚。再比如，一个“宇宙”已经

够我们地球人搞脑子了，无限的

时间、无限的空间，现在又冒出个

“元宇宙”……其他还有很多，这

仿佛是一个新概念爆炸的时代。

新，未必一定是好的，但可能

是好的。虎票可以买到，通向未

来的门票，大概只有不断地学才

可能得到。

虎票与门票

去年11月起，金山城市沙

滩区域陆续有各种鸟类前来“留

宿”，场面颇为壮观，给游客带来

惊喜。

据了解，随着金山生态环境

进一步改善，在金山城市沙滩区

域停留鸟类记录在案的有64

种，记录到的种类中留鸟32种，

包括小白鹭、黑水鸡等；旅鸟4

种，包括黄鹊鸰、白眉鸭、燕隼；冬

候鸟21种，包括斑嘴鸭、白骨顶

鸡等；夏候鸟7种，包括大杜鹃、

牛背鹭、极北柳莺等。

特约通讯员 庄毅 摄影报道

冬日鸟类“聚会”金山城市沙滩

十大

细心的居民可能会发现，本

月和上月收到的电费账单，都标

示为2021年12月的电费账单。

是不是电力部门弄错重发了呀？

记者从电力部门获悉，这并非弄

错重发，而是居民用户阶梯电量

按“自然年”计算后“购售同期”的

结果。

账单“共享”同一月份
原来，看上去都标示为2021

年12月的电费账单上，进一步标

注的电量与电费计算周期并不一

样。其中，上月标示为2021年12

月的电费账单，电量与电费计算

周期为2021年11月1日至2021

年11月30日；而本月同样标示为

2021年12月的电费账单，电量与

电费计算周期为2021年12月1日

至2021年12月31日。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居民用

户阶梯电量实施了新的计算方

式。根据国家发改委和上海市

发改委要求，自2022年1月起，

上海电力用户每月收到的电费

账单与实际用电月份一致，“购

售同期”。

由于2021年12月正好处于

新旧计算方式更替之际，便同时

成为了2021年12月与2022年1

月电费账单的“抬头”。不过，市

民不用担心，虽然“2021年12月”

这个“抬头”被两个月“共享”，但

电量与电费的实际计算周期没有

重复，也没有重复计费。

计算周期跨度不变
据了解，“购售同期”后，居民

用户阶梯电量计算周期的起讫

点，从前一年的12月1日至当年

11月30日（跨度12个月），改为当

年1月1日至当年12月31日（跨

度仍为12个月），即完全与“自然

年”一致，用户在该“自然年”的实

际用电量，就是当年的阶梯电量。

市民无需担心的是，如此调

整仅涉及居民用户阶梯电量计算

周期的起讫日期，计算周期跨度

不变，仍为12个月；同时，居民用

户的抄表周期和电费结算周期也

不变，电力公司仍是按每个自然

月抄表并结算电费。

另外，居民用户阶梯电价和

年度阶梯总电量的分档基数也没

有变化：阶梯电价与去年一样，仍

按当时的各档价格水平执行；年

度阶梯总电量的分档基数也与

去年的分档基数标准一样，即：

普通居民用户当年内累计使用

电量不超过3120度，执行第一档

阶梯电价；累计用电量大于3120

度且不超过4800度，执行第二档

阶梯电价；超过4800度则执行第

三档电价。

而“2021年12月”既不在原

来阶梯电量计算周期内，也没有

纳入新的和“自然年”相对应的计

算周期，该月实际用电量按照年

度阶梯总电量执行，即居民用户

当月内实际使用电量不超过3120

度，执行第一档阶梯电价；累计用

电量大于3120度且不超过4800

度，执行第二档阶梯电价；超过

4800度则执行第三档电价。

本报记者 罗水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