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星期二 本版编辑/刘靖琳 本版视觉/窦云阳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信

▲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要闻

本报讯（记者 马丹）“土台风”来了，申

城“风生水起”！气象专家提醒，被称为“土台

风”的江淮气旋，昨天已经给本市带来狂风，

昨夜今晨，春雷震耳，雨势渐起，局部地区的

雨量可以累积到大雨，市民出行注意防范。

这场土台风影响将一直持续到清明节前，清

明节当天天气渐回晴好。

台风不是经常出现在夏秋两季吗，为什

么江淮气旋威力堪比台风？台风学名叫热带

气旋，是低气压的一种，而江淮气旋也是低

气压的一种，只不过和台风不同，它是温带

气旋。江淮气旋诞生于陆地上，因其活动在

江淮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一带）而得名。

类似于台风会带来狂风暴雨，江淮气旋也会

带来风雨天气，因此，常被人们称为“土台

风”或“陆地台风”。江淮气旋勤勤恳恳，全

年均会出现，春季和初夏（3—7月）出现得更

多一些。江淮气旋是造成江淮地区暴雨的

重要天气系统之一，他在陆地上生成，随着

它的移动，长江、淮河及黄河下游等广大地

区都会出现大片云系和降水。在春季，江淮

气旋有时还会带来平流雾、低云等低能见度

天气。

这次是因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大片云系东

移，在长江中下游发展成为江淮气旋。昨天，

湖北、江西多地出现暴雨，江淮气旋的东移也

造成了大范围的大风天气。从昨天开始，受

江淮气旋影响，上海大部地区都是大风阵阵，

陆地风力可达6级，阵风达到7—8级，沿江沿

海地区风力更大，狂风袭来吹落春花满地。

不仅如此，昨天下班时段，一场雨自西向东席

卷本市，到了早晨较强一波终于过去了，降水

有所减弱，上午大部分地区的降水暂歇，但是

大风仍在持续。在大风大雨的“打压”下，今

天气温小幅下降，在16—19℃之间。

今天白天起，“土台风”会逐渐移入东海，

但北方冷空气也将趁势南下。清明节当天，

上海逐渐雨止并转为多云到阴，风向转为干

冷的西北风，气温继续下滑，全天气温会跌至

12—16℃，春寒再现。6日，受冷空气补充影

响，申城天空的云系又要增多，天空将飘起短

时小雨。不过，7日起，高气压掌权，上海将迎

来2—3天春光明媚的好天气，最高气温重新

冲向20℃。

“土台风”送来大风大雨
清明节冷空气南下 气温下降天气返晴

本报讯（记者 宋宁

华）历史定格，英雄长眠。

今天上午，由市见义勇为

基金会会同金山区委政法

委举办的清明祭奠暨见义

勇为先进表彰活动在金山

区的“上海市见义勇为广

场”进行。各区见义勇为

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受表

彰的2023年度市见义勇为

先进（群体）、第四届见义勇

为保安员获奖者以及平安

志愿者代表等100余人参

加了活动。62名见义勇为

人员获得上海市见义勇为

先进（群体）及“见义勇为保

安员”荣誉并受到奖励。

“我永远不会忘记

2005年10月23日的那个

晚上，我遭遇了人生中最

沉痛的一个打击。噩耗传

来，我的父亲——杨群利

牺牲了。他是在治安巡逻

时为了制止一起盗窃犯罪

事件，与犯罪分子展开殊

死搏斗不幸英勇牺牲的，

年仅39周岁！”昨天，杨群

利烈士的女儿杨亮亮来到

上海市见义勇为纪念广

场，代表英烈家属代表致

纪念悼文。“今天，不仅仅

是我，还有很多很多被父

亲事迹感动的人，他们从

四面八方赶过来，聆听您

的故事，纪念您，缅怀您！”

当天的活动上，举行

了清明祭奠仪式，全场默

哀，向见义勇为英烈致

敬。上海市见义勇为基金

会相关负责人宣读了清明

祭文；全体与会人员向见

义勇为英烈献花。随后，

举行了2023年度上海市见

义勇为先进（群体）和第四

届见义勇为保安员的表彰

活动，宣读了两个表彰决

定，与会领导向先进获奖

者颁授了荣誉奖牌。

上海市见义勇为基金

会理事长胡顺康向获得表

彰的先进个人和群体致以

敬意，并表示新时代需要见

义勇为英雄，需要见义勇为

英雄的精神，要铭记为社会

平安作出贡献的见义勇为

英烈，让见义勇为的英雄成

为社会最闪亮的坐标之

一。“希望见义勇为工作要

不忘初心使命，通过红色基

因的代代传承，将见义勇为

精神不断发扬光大。进一

步树立先进典型，感召激励

更多人见义勇为。加大褒

扬激励力度，让见义勇为人

员有更多尊荣感和获得

感。要主动担当有为，把见

义勇为工作融入社会公益

慈善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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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昨天

上午，“时光海海 星辰不忘”2023

舟山市海葬公祭典礼暨海葬数字

生命馆启动仪式在普陀山易德园

举行。在仪式中，上海市民张先

生（化名），作为海葬家属代表分

享了他的故事：张先生父母过世

后，在广东完成海葬，福堂却设在

普陀山。这样的安排乍一看不合

常理，但背后的原因令人动容。

满足海葬祭奠需求
张先生的父母是广东人，年

轻时投身祖国建设四海为家，是

新中国第一批海洋石油工作者。

夫妻俩走南闯北参加石油勘探，

最后在上海定居安度晚年。几年

前，两位老人先后过世，遵从他们

的遗愿，张先生为父母在故乡广

东海域举行了海葬仪式。

但让张先生感到遗憾的是，

海葬的祭奠场所一般相对简单，

纪念碑只留有名字，逝者的生平故

事和遗物纪念品通常无处保存，直

到他找到了普陀山易德园。这一

依山傍海的陵园不仅风景秀美，还

设有生命驿站和正念福堂等纪念

场所，可以满足张先生的祭奠需

求。巧合的是，陵园附近的浙江东

海海域，就是他父母曾经长期工作

过的地方，具有纪念意义。

“普陀山本来就是旅游胜地，

所以来祭扫也不一定非得是清明

或是冬至，平时想爸妈了就可以过

来。”张先生说，他最喜欢的部分是

正念福堂。在进入福堂刷卡后，壁

龛就会点亮一盏代表逝者的心灯，

同时响起悠扬的音乐，配合大屏幕

呈现出的光影效果，不仅强化了祭

奠过程的仪式感，也让逝者家属悲

伤的心情得以舒缓释放。

推动生态公益海葬
多年来，舟山市、普陀区民政

局和普陀山易德园积极倡导和推

行节地生态安葬，致力于推动生

态公益海葬的普及。自2010年以

来，舟山市已为全国各地1400多

位逝者提供了海葬服务，其中也

包括不少上海市民。

浙江省殡葬协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长三角地区各省市间一衣

带水、地域相连、文化相近、人缘

相亲、经济相融，省市间殡葬工

作交流协作由来已久。早在

2018年，浙江嘉兴组织海葬活

动，便得到了与嘉兴地理相近的

上海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与精

心指导。活动中，上海飞思海葬

服务部举行了庄严的告别仪式，

为嘉兴海葬逝者家属带去了温

暖的服务与温情的慰藉。

近年来，惠民殡葬、智慧殡葬

便民利民亲民，节地生态安葬得到

大力推广，生命文化教育不断普

及，移风易俗蔚然成风，长三角殡

葬行业的协同合作也出现了新的

契机。除了交流学习取长补短，优

质资源的开放共享已然成为现

实。而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市

民选择优质殡葬服务资源，满足个

性化需求的空间将更为广阔。

让逝者安息在海天福地，舟山市昨举办海葬公祭

长三角殡葬业跨省市协同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今天

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办

“缅怀先烈志，共铸中华魂”2023

清明祭扫活动，并于线上举办淞沪

馆藏抗战将士遗物展，共同缅怀抗

战先烈和遇难同胞，弘扬伟大的抗

战精神。同时，淞沪抗战纪念馆特

别遴选80件淞沪馆藏抗战将士遗

物进行线上展示，重温烈士事迹，

详见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当天市

民还可以进行“线上祭扫”，可在云

端点亮蜡烛，缅怀先烈。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推出线上展示和线上祭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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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今天，

第27届豫园国际茶文化艺术节暨

首届湖心亭论坛拉开序幕，推出一

系列中国茶的跨界融合新体验。

抖、甩、抓、压……活动现场，茶

叶在师傅们手中“上下飞舞”，茶香

四溢。2022年11月29日，“中国传

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

上海湖心亭茶楼始建于清乾隆

四十八年，被誉为“海上第一茶楼”，

是上海历史最为悠久、最具盛名的茶

楼。始于1995年的上海豫园国际茶

文化艺术节，打造了弘扬茶文化、促

进海内外茶界交流的平台，成为上海

每年一度“小而精，专而优”的茶文化

展示盛会。本届茶文化节期间，将推

出为期一个月的茶文化体验活动，包

括“九曲流觞”——流动的茶席，为来

豫园的游客们献上一杯好茶；“百人

百席”——茶艺素人快闪活动，在豫

园各处，用茶演绎东方生活美学的韵

味；“全民斗茶”——启发全民饮茶的

互动体验，让消费者与茶艺师共泡

一款茶，深入理解茶艺与茶道文化；

“湖心亭专场茶会”——以明代茶会

为主题，沉浸式体验古人风雅和茶

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专场公益茶

会”——与爱心基金会联合，关爱残

障儿童，用一杯茶，疗愈人心。

茶文化与酒文化结合，将是本

次活动的亮点之一。湖心亭茶楼将

中国茶融于潮流的白色烈酒中，以

中西文化碰撞的跨界，探索中国茶

的新体验。

豫园国际茶文化节今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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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豫园内举办茶文化论坛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豫园茶文化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