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更大力度遏制非法穿越 纪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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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太原10月7日电 记者从山西省气
象局获悉，7日10时，山西省气象局解除持续近
90个小时的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而在强降雨中

遇险的平遥古城墙抢险修缮程序已对接启动。
10月 2日 20时至 7日 8时，山西出现

大范围强降水，全省过程降水量在 15.4毫米
至 285.2毫米之间。在此期间，平遥城墙作为

大型露天土质文物建筑，连续强降雨是墙体

安全的最大威胁。受强降雨影响，平遥古城城

墙 84 号内墙于 5 日 6 时 30 分发生局部坍

塌，坍塌长度约 25米，未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有关部门已及时清理脱落地表的

夯土、砖块，在城墙坍塌段设置隔离围挡和警
示标志，对险情段墙体进行遮盖和应急处理，

防止发生二次坍塌，确保古城居民和游客人
身安全。据悉，平遥县加大古城墙全天候巡查

检查频次，及时发现、快速处置城墙险情，全

力确保古城墙本体安全。

平遥古城墙抢险修缮对接启动

    本报讯（记者 马丹）今天进

入“寒露”节气，这是二十四节气
里的第十七个，也是最先出现

“寒”字的一个，表明这一节气与
气温降低程度的关系。《月令七十

二候集解》有云：“九月节，露气寒
冷，将凝结也。”大意是，气温比白

露时更低，地面的露水更冷，快要

凝结成霜了。

俗语说：“寒露寒露，遍地
冷露。”寒露节气后，天气真正

由凉爽向寒冷过渡。上海的“寒

露”节气与“白露”“秋分”相比，
气温降幅更大，雨水进一步减

少。气温降得快，是寒露节气的
一个特点。一场较强的冷空气

带来的秋风、秋雨过后，温度下
降 8℃、10℃是常有的事。对上

海而言，节气里气候宜人，早晚

凉爽，白天舒适，再加上降水减
少，往往呈现出白云悠悠、秋高

气爽的景象。

通常，上海在这一时节已进

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常年平均
的入秋日为 10月 2日。然而，今

年上海的秋天迟到了，刚结束的
国庆更是“热”出新高度。10月 1

日至 6日，申城连续“热晴”了六
天，最高气温稳稳站在 30℃以上。

在上海的历史上，自 1949 年以

来，国庆假期仅有 11个年份出现
过 30℃以上的最高气温，其中，大

部分年份只有一到两天的气温超

过 30℃，因此，今年国庆坐实了

“最热国庆假期”之名。
今天为寒露首日，最高气温

仍会维持在 30℃上下，和“寒”字
丝毫搭不上边。但是，夏天再长，

终究有结束的一天。近日的“热”
情，或许是夏天最后的“倔强”，一

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已经在赶往

上海的途中，并在 10 日前后抵
达，气温也会随之迅速下跌。随

后，不断有弱冷空气补充南下，最

高气温将被“压制”在 25℃至

28℃，最低气温预计在 21℃至
24℃，秋天指日可待了。

只不过，欣赏秋高气爽美景，
倾听鸣虫最后的“绝唱”，也要调

适好心情。天气渐冷，日照减少，
风起叶落，更容易引发凄凉之感。

古人就喜欢借诗句抒发“伤秋”之
情，或“月露冷、梧叶飘黄，遣情

伤。故人何在？烟水茫茫”，或“若
为寥落境，仍值酒初醒”。

    寒露时节，露气重而稠，稠而

将凝，再过半月，将凝为霜降。过
了寒露，天气是真的要转凉了。上

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
合医院老年病科谢吟灵副主任医

师提醒市民，“白露身不露，寒露
脚不露”，进入寒露后，就不能再

“秋冻”了，夜晚温度将会降得更

低，因此要注意脚部保暖。
寒露时节，日照时间相对减

少，尤其秋季特有的肃杀之气容
易使人们伤感，可结伴外出游玩，

适当调节心情。寒露往往和我国
传统节日重阳节相遇，登高赏景

也是重阳节的传统之一，但中医
认为，老年人关节退行性病变，不

适宜登高，老年人外出时要保护
膝关节，不可运动过量，天冷时应

注意保暖，必要时穿戴护膝。

秋季是大闸蟹、柿子上市的
季节，柿子虽然美味，但不要空腹

吃；吃的时候也要适量，每次最好
不要超过 100克；患有糖尿病、慢

性胃炎、排空延缓、消化不良等胃
功能低下者不宜食用。

柿子含糖高，且含果胶，吃
柿子后总有一部分留在口腔里，

特别是在牙缝中，加上弱酸性的
鞣酸，很易对牙齿造成侵蚀，所

以在吃柿子后应该及时漱口。中
医认为，螃蟹与柿子都属寒性食

物，故而不能同食。从现代医学

角度看，含高蛋白的蟹、鱼、虾在
鞣酸的作用下，易凝固成胃柿

石。寒露节气是慢性胃炎和十二
指肠溃疡病复发的高峰期，消化

系统疾病患者的饮食宜温和，少
吃辛辣、刺激和寒凉的食物，多

吃新鲜果蔬，多喝水。

岳阳医院营养科马莉副主任
医师也为市民推荐了寒露的时令

养生菜———栗子白菜：
原料>>>

栗子 200克、白菜 500克、淀

粉 10克、盐 3克、香油 5克、白糖

3克、料酒 20克、高汤小半碗、猪
油 1勺。

制作方法>>>

1.栗子洗净，划一道口，放锅

内煮熟后去壳待用；

2.白菜洗净竖着切开，焯水

制软后捞出沥水，摆在盘中备用；

3.炒锅置火上下猪油，后下
葱姜爆香，放入高汤、料酒、盐、白

糖烧开，放入板栗焖煮至熟烂；

4. 最后用淀粉调稀勾芡后，

倒入白菜上，淋入芝麻油即可。

功效>>>

秋季是板栗成熟的季节，其
味甘性温，入脾、胃、肾经，具有养

胃健脾， 补肾强筋， 活血止血功
效。从营养价值上来看，板栗营养
丰富，口味甜糯，富含维生素 C、

胡萝卜素、B族维生素、钾等多种

营养素，素有“干果之王”的美称。

栗子白菜是一道集美味、 营养于
一身的菜肴，需要提醒的是，糖尿

病人食用板栗要根据食用量减去
部分主食。

首席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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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昼热夜凉
秋季虽迟也会到

转账关怀版 指引“贴心”精准达

一天，一位退休阿姨怀里抱着孙子前来
建行上海徐汇罗香路支行办理同行转账业

务，智慧柜员机屏幕上的小字看不太清楚,左
手要抱孩子又腾不开手，面露难色。网点大

堂人员见状，急忙迎上前，向其推荐：“阿婆,

您试试看我们关怀版的转账模式，字体会大

很多！”阿婆点开关怀版的界面，眉头渐渐舒

展。“看您抱着孩子不太方便，您可以点开右
侧的小工具栏,试试我们的小喇叭功能，就能

知道页面上具体的文字信息了。”阿婆填完

对方账号，又看到了“小手指”，欣喜之情溢

于言表，连声赞叹道：“这个也挺方便，指哪
我点哪，指向性很明确，也不用老是问你们

下一步干嘛了。”
2021 上半年，建行智慧柜员机渠道呈

上自动识别客户年龄的关爱模式，针对 60

岁以上老年人会自动弹屏“建行转账-关

怀版”，关怀版的设计更符合长者操作习
惯，界面和流程也显得格外清晰、直观，同

时业务流程嵌入“小喇叭”、“放大镜”、“小
话筒”、“小问号”等适老化全局辅助小工

具，温馨指导客户一步步操作。老年客户
可通过激活“小喇叭”朗读相关重要提示，

拖动“放大镜”放大屏幕指定区域，点击悬

浮“小话筒”图标，通过使用设备左侧话筒
进行语音转文字输入，点击“小问号”图标

可展示当前界面操作指引。建行上海分行
“适老化”改造，通过“金融科技”细致入

微地满足和解决老年客群的日常金融需
求。

大字体版 一目了然“安心”办

年纪大了视力不好、内容看不清楚怎么
办？过去 ATM设备屏幕字体普遍不大，老年

客户办理现金取款时往往因为看不清楚提
示导致经常按错按键，办理转账汇款时对于

那一连串的账号数字总是因为看得不够清
楚心里万般纠结。自从有了 ATM“大字体

版”如影随形的帮助，大幅降低客户阅读页

面信息的门槛，老年客户体验之后纷纷表示

十分实用，也特别接地气，满足了他们的切
身需求。

建行上海市分行辖内所有的 ATM机均

具备“大字体”模式一键切换功能，新增大字
体模式下的功能也是一应俱全，包括查询、

转账、修改密码、存折预约取款等，让以往习
惯通过柜台存取现金的客户不再有后顾之

忧。

便民工具随“心”享
长者晚年幸福“护”

“有温度的”网点智能化服务

    科技创新以人为本，建行上海市分行采用自助设备与各年龄段客户深度
融合的模式，不断提升“适老化” 改造能力，推出智慧柜员机“转账关怀版”、

ATM“大字体”模式，确保老年客户得到更多的关爱和精细化的服务。

    国庆假期，是出游的好机会，然而，有

些“出游”行为却不那么受人待见。 10月 6

日，九寨沟景区通报，两名男子从黄龙非法

穿越九寨，被分别处以 3000元的罚款。 10

月 3日，一男子与朋友一同进入雅拉雪山，

不久就与朋友走散， 当地出动 150余人次
找到了他。民警介绍，“穿越雅拉雪山”是极

度危险的非法活动，请不要尝试。

非法穿越， 导致失联乃至陷入险境的
事件，时有所闻。同样是在国庆期间，10月

2日，当地有关部门接到报案，一名驴友在

非法穿越“鳌太线”途中失联多日；截至 4

日，因为“天气不好，搜救难度大”，尚未找
到。 2019年，有三人非法穿越羌塘无人区，

其中一人失联 50天，幸而最后活着走出来。

非法穿越，很多时候都是冒着相当程度

的生命危险，是不珍惜生命价值、损害公共
利益的任性举动。 这些非法穿越的区域，往

往属于未开发区域，悬崖峭壁、荒无人烟的

情况比比皆是。 比如“鳌太线”，指从陕西太
白山拔仙台到鳌山的穿越线路， 从 2012年

至 2017年累计失踪、死亡多达 46人。 2018

年，当地发布禁止“鳌太穿越”的公告，但穿

越的人仍屡禁不止，每年都会发生事故。

非法穿越，不仅给自身带来安全隐患，

还可能破坏这些区域的自然生态。 像羌塘
保护区，就是生态脆弱性、敏感性的典型代

表。《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 缓冲区只

准进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 未经批准

进入自然保护区可处以 1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另一方面，非法穿越后失联、

遇险，还要动用大量公共资源进行救援。

出外旅行， 要对自己的生命和自然生

态、公共利益负责。 据媒体报道，一些非法
穿越已不限于驴友个人行为， 甚至曾有旅

行机构以“科考”之名招募旅行团，打算进
入保护区核心区。 非法穿越无视法律法规

和相关管理规定， 有必要以更大力度加以
遏制。既要提高发现概率，也要提高违法违

规成本，完善有偿救援等制度，令不负责任
的行为付出更大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