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马丹）
今天是 3 月

20日，也是
农历的春分

节气。在气候

上，春分时节有比较明显的特

征———除了全年皆冬的高寒山区和
北纬 45°以北的地区外，我国各地日

平均气温均稳定升达 0℃以上；而上
海常年在春分节气里入春，春分日

前后大多春意浓厚。但是，今天夜里
一股冷空气的“到访”，又会增添一点

料峭的春寒。为何春天来了，天气还

没暖，这算是“倒春寒”吗？

进入春分节气后，东亚大槽明
显减弱，西风带槽脊活动增多，蒙

古到东北地区常有低压活动和气

旋发展，低压移动引导冷空气南
下，北方地区会多大风和扬沙天

气。当长波槽东移，受冷暖气团交
汇影响，确实容易出现连续阴雨和

倒春寒天气。这两者都会对农作物
生长带来影响，需要警惕和防范。

专家表示，乍暖还寒，气温起伏是

春天的天气特点，但冷空气带来的
短时降温并非气象意义上的“倒春

寒”。气象学上，倒春寒有自己严格
的定义，不同地区的定义还不尽然

相同。上海“倒春寒”标准是指入春
后到 4月底，出现 3个候（1?为 5

天）的候平均气温低于同期常年值
1℃以上。不过，民间对“倒春寒”的

说法不必那么严格，把它理解为

“本该暖和的春天却又变得有点

冷”也未尝不可。

根据申城 147 年气象记录，
在 3月 20日前后，上海大多数年

份都是春暖花开，近 30年日平均
气温 11.0℃，雨日概率为 43.3%；

但也曾在这一日出现过寒冷的天
气，甚至有过几次降雪和白霜，比

如，1896年、1954年和 1965年的

3 月 20 日都出现了当年入冬以
来的最后一场雪；1956年和 1993

年出现了当年冬季以来的最后一
次霜。除此之外，147年以来，3月

20日这天，上海徐家汇既在 1933

年出现过 30.0℃的极端最高气

温，也曾在 1915年最低气温跌至
过-1.8℃。

    本报讯（记者 马丹）昨天是

惊蛰节气的最后一日，清晨一声
初雷乍响。上海的初雷往往就发

生在这个时节，常年平均初雷日
在 3月中旬，最早一次初雷出现

在 1966年 1月 12日。尽管今年
的初雷比常年晚了一些，但为惊

蛰画上一个圆满“句号”。今天申
城仍是时断时续的小雨天气，但

夜里随着一股弱冷空气渗透南

下，连续多日的阴雨天气即将告
一段落，“流浪”已久的太阳也要

重新归位。

据预报，初春时节，冷暖空气

不断“博弈”，乍暖还寒总有时。受

冷空气影响，明天最低气温跌至
个位数，预计 9℃左右，此轮降温

的极端最低气温会出现在 22 日

也就是下周一早晨，在冷空气和

辐射降温共同作用下，气温较低，
市区的最低气温预计为 5~6℃，郊

区只有 2~3℃。但是，下周随着雨
水“离场”，暖气团逐渐“占上风”，

气温会一路走高，天气也会从近
期的阴冷切换成晴暖“模式”，下

周中后期本市最高气温重回 2字
头，最低气温也均在 10℃以上。

初雷现身，乍暖还寒总有时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通

讯员 苗田川）昨天下午，本市首
次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实

施的“一年两次征兵”新政征集
的新兵奔赴军营，这标志着上海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了今年上半
年的征兵任务，所征集的兵员

中，大学生的比例为 97.8%，大

学毕业生的比例为 24.7%。
今年本市征集的新兵中有

40名高原兵。复旦大学苏传恒
同学主动请缨获批，他说：“身为

复旦学子，当以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经世报国，自愿到祖国的边疆

服役，让青春之花绽放在高原边
塞。”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上海交

通大学崔雨萌同学接过祖、父两
辈参军报国的接力棒，满怀豪情

地说：“三代从军，既是传承，又
是使命，为祖国安宁贡献自己的

力量感觉无上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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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人自助早餐柜前刷脸支付

后，一只金枪鱼色拉饭团自动进入加
热区，20秒后就能手捧温热的饭团。

把手掌按在饮料柜上的感应区，柜门
打开后取出一瓶咖啡，就会自动扣款。

在杨浦区通北路上的 BK24光明便利
屋，吃一顿早餐变得如此“智慧”。

在“网订柜取”“流动早餐车”等
模式之外，上海早餐工程正进一步

探索实施数字化赋能。记者昨天从
市商务委获悉，今年上海计划新建

早餐网点 1120个，新（改）建早餐工
程示范点 200个，今后市民可通过

“随申办”查询“早餐地图”。

“网订柜取”成标配
“网订柜取”取餐柜是标配，支持

“手脉开门”的饮料柜，以及自动加热

的无人早餐柜带来科技感，炒菜机器
人自动出餐，就连最新的“数字人民

币”也能在这里使用……通北路上的
BK24光明便利屋有着一组智慧装备，

让市民在数字门店里“慧”吃早餐。
记者昨天看到，消费者在无人早

餐柜的触屏上选择了一款三文鱼色

拉三明治后，通过刷脸支付付款后，
商品就会自动完成取货、加热、出货

的全过程。“这台机器采用中心加热

技术，根据不同品种设置长短不一的
加热时间。”工作人员表示，门店提供

300余个早餐系列商品，除了线上下
单，线下到店取餐，门店还利用无人

售卖机设备加速智能化零售。
而在互联宝地园区内的百联逸

刻“逸小兔”早餐门店，200 多款早

餐产品已形成中西合璧的早餐场
景。该店配备了 21格自提柜，为园

区近四千人提供早餐服务等即时性
需求，同时还为园区内企业、个人提

供“管家式”送货上门服务，让顾客
身在公司，也能享受“早餐食堂”的

便捷美味。

鼓励增自助设备
记者从市商务委获悉，今年上

海将加快智能取餐柜等智慧终端布

局，创新供给方式。计划全年新（改）
建示范点 200个，加载智能取餐系

统，布局数字门店；鼓励全家、罗森、
肯德基等选择商务楼宇及地铁沿线

网点，依托门店配送优势，发展“门

店+分布式智能取餐柜”；鼓励拥有

自有物流和配送能力的企业在产业
园区、商务楼宇等探索设置早餐自

助柜，实现网订柜取和现场自助购
买双重功能。同时，还将启动制作早

餐地图，市民可通过“随申办”查询
早餐网点。

聚焦园区、新社区
在昨天下午的早餐工程观摩交

流会上，市商务委表示，今年上海计

划新建早餐网点 1120个，截至目
前，全市 16个区共计新增早餐网点

277个，完成全年计划数的 25%。
2021年，上海早餐工程将聚焦产业

园区、商务楼宇、新建大型居住社

区、医教集聚区等，加快填补早餐网

点，积极实施数字化赋能早餐工程，

进一步提升早餐服务品质。
市商务委表示，在去年启动了

新一轮早餐工程建设后，上海已经
初步探索出了适合不同区域的早餐

服务模式。针对园区，探索出“便利
店+早餐”、“流动餐车+早餐”、智慧

早餐车等服务模式；针对商务楼宇，

探索出“网订柜（店）取”、“流动餐
车+早餐”、智能早餐柜等服务模

式；针对大型居住社区，探索出“早
餐驿站”、“流动餐车+早餐”等服务

模式；针对医教集聚区，探索出“新
零售+早餐”、“网订柜（店）取”等服

务模式，结合重点区域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推进早餐工程建设，提升早
餐服务覆盖面。 本报记者 张钰芸

    本报讯（记者 郜阳）记者从昨
天举行的上海市妇幼健康工作会议
上获悉，今年本市妇幼健康工作将

重点推进“全力保障母婴安全”“持
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体系能级水

平”和“加强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健
康管理”三方面。

在“全力保障母婴安全”方面，

上海将进一步加强“7+6”危重孕产
妇、新生儿会诊抢救中心，推动瑞金、

中山 2个市级危重孕产妇会诊抢救
中心建设项目落地。充分发挥市产科

保健与临床、新生儿临床质控中心作
用，加强质控管理，确保母婴安全。

在“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体
系能级水平”上，本市将加快推进

《上海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2020-2022年）》妇产科、儿
童专科医院传染病防控体系建设、

妇幼整链式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服

务模式优化等项目。进一步优化资

源布局和服务供给，加强五个新城
产科、儿科资源配置。

在“加强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
健康管理”上，上海将深入推进“2+

21”个儿童早期发展基地建设，加强
0-6岁儿童眼及视力保健，进一步

完善含屈光在内的儿童视力健康电

子档案。本市还将加强妇女健康全
程管理，探索建立 HPV疫苗接种、

宫颈癌筛查、诊治和救助相衔接的
宫颈癌三级综合防治模式。

去年上海地区孕产妇死亡率
3.66/10?、婴儿死亡率 2.66‰，继

续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全市危重孕
产妇、危重新生儿抢救成功率分别

为 98.5%和 91.4%。去年全市提供
儿科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从 276家

增至 308家，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从 125家增至 157家；深化五大
儿科医联体“全专结合”和“医防融

合”模式，签约医疗机构 325家（签
约率 99.4%），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基本实现儿童初级保健和儿科诊疗
全方位整合型服务。

去年，上海还推进“出生一件

事”，打造“一表申请、一网受理、一
站服务”的联办模式，实现婴儿《出

生医学证明》签发、出生登记等 10

个事项累计办理时长由近 100天减

至不超过 20天。

加快布局 数字门店“慧”吃早餐
今年拟新建 1120个网点 除了“刷脸刷手”还能用数字人民币

沪妇幼健康核心指标
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今夜冷空气来，这是“倒春寒”？

一年两征 新兵出发

■ 昨天在上海南站，新兵们戴上大红花，踏上新征程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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