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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很多人都知道每年“到访”的台风是有编号的，而如
今，我国的寒潮天气也有“身份ID”了。近日，国家气象中
心（中央气象台）透露，自2023年11月起，我国发生的寒
潮过程有了编号。比如，2023年11月5日至7日的寒潮
是首个获得编号的寒潮，“身份ID”为“202301”。据介绍，
给寒潮编号，是为了更准确描述和预测不同强度寒潮天
气的影响，并为规范化建立寒潮历史灾害数据集“助力”。

隆冬的寒潮反而要比春秋少

韧性城市建设 需要更多实招 潘高峰新民眼

昨天，媒体报道了上海将推广
“专职人员+专用车辆  小时值班
备勤”模式的新型社区微型消防
站，并将新建“升级版”社区微型消
防站纳入    年市委市政府为民
办实事项目的消息。

社区微型消防站被誉为灭火
救援的“前哨兵”，小站点有大用
处。近年来，上海社区微型消防站
增长呈规模效应，也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消防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
    年全市共接处 . 万余起火
警，其中社区微型消防站同步到场
参与处置的有1. 万余起，先于国
家消防队到场安抚受灾群众情绪、
引导疏散自救、实施现场警戒的有
    余起，发挥着“救早、救小、救

初期”的功能。
但由于最初设置社区微型消

防站没有统一标准，大家都是“摸
着石头过河”，一些站点缺少专职
人员管理运营，成了摆设。此前，
媒体就曾接到社区居民投诉：小区
里的微型消防站沦为快递驿站，堆
满了快递，后来甚至连“微型消防
站”的牌子都没了，取而代之的是
“社区综合服务站”，彻底丧失了火
情“前哨站”、灭火救援“最初一公
里”的功能。

上海是一座有    万人口的
超大城市，人口众多，建筑密集，生
活生产场景纷繁复杂。韧性安全
是这座城市运行的基础，也是推动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去年底入冬以来，上海发生了
多起火灾，虽然未造成无可挽回的
重大损失，但也给城市管理者和居
民敲响了警钟。上海将新型社区
微型消防站建设摆在如此重要位
置，体现了这座城市强化全过程风
险防控的努力，同时也是多元协同
共治的一种探索。

现代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都
把安全治理关口前移、从被动应对
向主动防御转变作为城市韧性安
全的基本策略。要全面推进韧性
安全城市建设，就必须加强全过程
风险防控，实现对各类城市风险的
智能感知、精准研判、实时预警和
有效管控，做到抓早、抓小、抓苗头。

社区微型消防站的建设，正是

城市安全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
防御转变的一种创新之举。治理创
新要解决真问题、满足真需求，就必
须重实效、出实招，必须管理到人、
责任到人。目前，上海的社区微型
消防站大多采用的是“兼职人员在
突发情况下到固定点位取用装备”
的模式，很容易疏于管理演化形成
“人员能力不足、装备闲置弃用、无
法生成应急处突能力”等问题。

上海这次下决心打造“专职人
员+专用车辆  小时值班备勤”模
式的新型社区微型消防站，可以说
是杜绝形式主义和“盆景式”创新
的实招——通过制定规范标准、拿
出真金白银，切实做到“有人、有
车、有设备、有场所”，真正守护好

老百姓身边的消防安全。
超大城市的韧性安全是一个

巨系统，需要多方参与，协同推进。
必须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
市为人民，构建起人人参与、人人负
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
共同体，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良好氛
围，提高各方参与韧性安全城市建
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我们期待更多像新型社区微
型消防站一样的创新，推动上海的
韧性安全城市建设不断实现重心
下移、力量下倾、资源下沉，建立健
全基层韧性安全城市的网格，充分
发动基层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平安。

可更准确描述和预测天气影响，预警公众准备抗寒

我国寒潮也有“身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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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潮，顾名思义指的

是寒冷空气像潮水一样奔

流而来，气象学上属于空

气（冷空气）流动的一种形

式。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

师闵裕秋曾解释说，人们

容易搞混冷空气和寒潮，

不是所有的冷空气都能称

为寒潮，寒潮是最高级别

的冷空气。

当来自北方高纬度地

区的冷空气向南中低纬度

侵入，达到一定标准就被

称为寒潮。寒潮经过，风

向转变，风速猛增，气压突

然上升，气温急剧下降，会

造成大风、雨雪等天气现

象，也会引发霜冻、冻害等

多种自然灾害。

在气象学意义上，寒

潮有严格的“门槛”。根据

冷空气国家标准，使某地

的日最低气温24小时内

降温幅度≥8℃，或48小时

内降温幅度≥10℃，或72小时内降

温幅度≥12℃，而且使该地日最低

气温≤4℃的冷空气活动为寒潮。

气象专家说，冷空气等级标准的制

定，绝不是简单地选定8℃、10℃、

12℃三个温度标准那么简单，而是

需要综合考虑历史气候背景、季节

变化、农业以及生产生活等多重要

素，包括较低的温度可能对人体健

康和生态产生重要影响，秋季较低

的温度可能导致冻害的发生。目

前，我国南北方采用的寒潮标准是

一样的。

在我国，寒潮多发生在秋末、

冬季和初春时节。最早的寒潮通

常出现在9月下旬，最晚可以到次

年5月。寒潮并不仅出现在北方，

大部分地区都体验过明显寒潮的

“速冻”滋味，其中，西北地区、东北

地区、华北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地

区最能感受到寒潮的威力，而最远

的寒潮可以抵达华南地区。

人们往往对寒潮存在误解，认

为其作为冷空气中的王者，最频发

的时候肯定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去年底，中国

天气网发布了一项寒潮统计，根据

近11年中央气象台发布寒潮预警

的情况，11月是我国的寒潮过程最

多的时段，其次为12月和3月，一年

中最冷的1月和2月反而较少。

为何隆冬的寒潮反而比春秋

更少？气象专家解释，寒潮主要是

依据降温幅度来度量的，冬季基础

温度相对较低，要让日最低气温在

24小时内下降8℃实属不易，而春

秋季里夏季风和冬季风切换，此时

的天气系统及冷空气活动频繁，导

致气温起伏较为剧烈，尤其秋季是

从夏季到冬季的过渡，基础温度较

高，冷空气来袭气温容易出现“断

崖式”下跌，也因此更容易满足寒

潮标准。

科学家不断发出“气候变暖”

的警告。2024年1月8日，国家气

候中心发布消息，最新气候变化监

测表明，2023年为全球有气象记录

以来的最热年份，打破最暖纪录，

较上一个高温纪录年（2016年）偏

高0.14℃，而且，2023年6至12月

全球平均温度已连续突破同期历

史极值。然而，地球持续变暖，“霸

王级”寒潮事件却在频现。去年12

月中旬，“史上最强”寒潮席卷我

国，而今年第一周，北欧地区也迎

来严寒和暴风雪，瑞典、芬兰分别

出现破纪录的-43.6℃、-42.5℃极

端低温。上海市气象局首席服务

官邬锐说，全球气候变暖和寒潮频

现之间并不矛盾，而恰恰是全球变

暖令气候变得极端化，让极端低温

和极端高温事件变得更多、强度更

强、破坏性更大。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虽然影响

我国的寒潮次数总体呈减少趋势，

但是寒潮的综合强度并未降低，极

端寒潮天气及其造成的经济损失

也在增加，这对寒潮预报预警提出

了更高要求。因此，在地球沸腾的

警钟声里，国家气象中心建立了高

频次、多渠道的寒潮、暴雪等预警

发布机制。自2023年2月起，还制

定了寒潮勘定编号业务新规范，根

据降温发生时间、区域范围、强度

等因素，将寒潮划分为“寒潮”级、

“强寒潮”级和“超强寒潮”级，并着

手对寒潮进行编号。

▲     年  月  日，上海郊区

冷至-4℃至-6℃，金山区花开海

上生态园内植物叶子被冰冻住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

    年  月  日，上海市

区最低温度达- ℃，复兴公园

假山的流水结起了冰凌

杨建正 摄

编号，是标记识别天气事件的

方法之一。邬锐说：“无论是台风，

还是寒潮，对影响广泛的天气事件

进行编号都有重要的意义。一方

面，有利于提高灾害性天气的知名

度和辨识度，提高公众对其的认

识，提升全社会的气象灾害防御避

险能力。另一方面，编号也有利于

采集统计，为灾害性天气的预报预

警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在寒潮拥有编号之前，我国进

行编号的天气事件有台风和东北

冷涡。作为编号天气事件中的“老

大哥”，台风的编号命名历史已有

60多年。每个热带气旋诞生之后，

就能拥有独一无二的国际统一编

号，等到它正式升级为台风，还能

按顺序从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

会事先制定的一份循环使用的台

风命名表里“领取”一个名字。一

旦某个台风破坏力太强，那它的

“命名”还会被从命名表里“除名”。

相比之下，东北冷涡的编号史

则短许多，直到2022年才正式拥

有“身份”。东北冷涡，是容易给我

国东北地区、中东部地区带来灾害

性天气的天气系统，它会造成大范

围暴雨、暴雪、强对流等天气事件，

给当地粮食主产区带来低温冷害、

暴雨洪涝等灾害，因此，编号是为

了精准开展监测预报业务和科学

研究。

2023年11月起，我国的寒潮

也有了“身份”。首个寒潮编号给

了2023年11月5日至7日的寒潮

过程。不仅如此，寒潮编号设置了

一定的“门槛”：按规定，寒潮要“获

得”编号，影响区域需涵盖4个以

上省级行政区。科学规范的寒潮

天气编号管理，将提高寒潮天气预

报服务的准确性和一致性，这一

“编号”体系也有助于准确描述和

预测不同强度寒潮天气的影响，为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防范应

对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提醒公众为

应对寒潮来临做足准备。此外，美

国、英国、俄罗斯等国也已开展了

相关业务，寒潮编号还将有利于提

升我国在气象领域的国际合作话

语权。

本报记者 马丹

地球变暖令气候变得极端化

有利于提升国际气候合作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