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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热暑假小囡能去哪儿玩？

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变身“暑期乐园”

上海电网最高负荷首破    万千瓦

昨天上午刚过10时，浦东机场机坪上

实测的地面温度就已经飙升到63.4℃！面

对高温，上海机场人坚守岗位，挥洒汗水。

上海两大机场日均航班起降超2000

架次。浦东机场安检飞机监护员韩凯说，

他们每天在高温下步巡超过3万步，累计

距离超过20公里。经常上岗还不到10分

钟，制服就已被汗水浸湿，每天喝3升水是

常态。为了更好保障监护员的健康和安

全，机场缩短了每次监护任务的时间，增加

了轮岗频率，并为队员配备了隔热性更好

的厚底鞋和防晒冰袖。

航班在进港后和起飞前，机场地服行

李装卸员要弯着腰在客机货舱不到1.3米

高的狭小空间内待45分钟以上，完成每一

件行李的码放和装卸。接近中午时分，密

不通风的货舱内犹如蒸笼，汗水从他们的

脸颊和后背流下，工作服上结出了白花花

的盐霜。每位装卸员平均每天要保障8个

航班，搬运超500件行李，完成上千次装卸

动作。

航班进港后，飞机加油员要完成放置

轮档、连接导静电线、连接加油栓、连接航

空器加油接口、检查确认、开始加油等近

40个操作流程，大部分作业都由加油员独

自完成。发动机旁热浪滚滚，他们每天数

十次重复将10多公斤的加油接头举过头

顶，弯腰俯身将20多公斤的地井接头拆

卸，单个加油员一天要专业高效地为近30

架次航班进行加油作业。

浦东机场西区货运站生产三部负责保

障14家航司，每天近40架次航班的货物装

卸运输，货运站理货员每天要操作超过

2000吨货物。上海机场货运站出港组装

员顾建华告诉记者，机坪空侧的作业区域

没有顶棚遮挡，理货员在机坪滚滚热浪“炙

烤”下，根据操作规章和流程，认真细致、有

条不紊地完成板箱号确认、条码清理、外观

检查等一系列作业，确保板箱100%接收无

遗漏。随着货站开通了跨境电商国内转国

际中转货物翻板业务，库区组装货量大量

增加，尤其是需要人工进行重新拆板理货、

搬运组板后按照装载要求称重。理货员身

上的工作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而手中的

工作却一刻不停，争分夺秒保障货物高效

进出港运输。 本报记者 金志刚

他们坚守岗位63.4℃！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昨天10时47

分，上海电网最高负荷首次突破4000万千

瓦整数关口。11时11分，创下4030.2万千

瓦的新纪录。此外，8月1日，上海日用电

量首次突破8亿千瓦时整数关口，达到

8.0554亿千瓦时。

上海7月28日起迎来新一轮持续高

温，上海电网最高负荷随之节节攀升。国

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科学研判形势，深挖潜

力、多措并举，通过夯实市内保供基本盘、

增加市外供应能力、加强需求侧管理，以及

科学实施三级调度协同、省间电力交易、尖

峰电价削峰、虚拟电厂调节等重点举措，有

力有效应对今年夏季的高温高负荷考验。

■ 飞机加油员顶着高温为飞机加油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本报讯（记者 马丹）近日，副
热带高压强势发展，南方地区气温

“火力全开”，不仅白天热得疯狂，

夜间也是热浪凶猛，“日蒸夜煮”全

天酷热不下线。8时，江浙沪“霸

屏”全国高温排行榜前十，其中，上

海三个站点位列其中，网友调侃

“包邮区”要改名“包熟区”。

今天上海气温的攀升劲头和

昨天不相上下，7时35分，上海的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早早“报到”，8

时多，气温轻松突破35℃的高温

线，连续第三天冲击40℃。截至今

天，今夏的高温天数已达24天，7

月28日开始的第三轮高温热浪天

气已高温“七连击”。

“热穹顶”是“祸首”
为什么最近包括上海在内的

江浙沪地区高温超长“待机”？气

象专家解释说，这和近期副热带高

压强势且稳定有关，在它的作用下

形成了一种“热穹顶效应”。热穹

顶是一种自然现象，指的是高层大

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

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

形成了稳定的“Ω”，高压就像个罩

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

域。与此同时，这个热穹顶还阻止

了冷空气进入其中，使得穹顶里的

温度越来越高，引发热浪或超级热

浪事件。因此，在副热带高压系统

主体核心覆盖下的江浙沪地区就

成为了此轮高温最强、最持久的核

心区。

据预报，未来10天，上海仍将

维持高温酷暑天气，明天的最高气

温仍有可能接近40℃，下周高温依

然“常驻”，只不过火力会稍微小

些，最高气温回落到38℃附近。

提防“夜间中暑”
白天炙烤，晚上焖蒸，哪怕到

了晚上九十点钟，气温也都在30℃

以上。据监测，今天上海的最低气

温达32℃，开启了“996”的连轴热

模式，也让中暑气象风险一直维持

在最高等级“极易中暑”。上海市

气象与健康重点实验室的健康气

象专家说，夏季里，人们往往会忽

视夜温的风险，认为天黑之后必然

就凉快了，但实际上，中暑不分昼

夜，夜温高还会带来“叠加效应”，

增加中暑风险。

数据显示，除了众所周知的日

间高温（最高气温≥35℃）显著加

剧中暑风险外，当夜晚气温较高

（最低气温≥27℃）时，中暑风险也

很高。“尤为值得警惕的是，当白天

和夜晚都很热，即白天最高气温攀

升至35℃以上，同时夜晚最低气温

亦不低于27℃时，中暑风险将急剧

攀升，远超单一时段热环境的影

响。这种‘全天候高温’模式在上

海十分多见，年均出现天数高达

21天，且呈现出显著的逐年增多

的趋势，成为市民健康的新挑战。”

专家提醒，遇到极端高温天气，市

民尽量减少10时到16时的户外活

动，如果夜温偏高，也不宜在夜间

开展夜跑、夜骑等户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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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江宁路街道党群服

务中心变身为上海小囡“暑期乐

园”，从0岁的幼儿到10多岁的小学

生都能在这儿找到自己的乐趣，也

为周边居民破解暑期带娃的难题。

昨天，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政府

开放月”启动，首场“每月一访”主题

采访活动走进江宁路街道党群服务

中心。

阅读“引进来”“走出去”

五彩斑斓的绘本、柔软舒适

的懒人沙发、宽敞明亮的阅读区

域……步入位于服务中心2楼的儿

童友好城市阅读空间，温馨而充满

童趣的气息扑面而来。6岁的婷婷

正在窗边的沙发上津津有味地读着

绘本。她的爷爷说，最近她每天都

吵着要来看书。“和家里的绘本相

比，这里的书从品种和数量上都更

丰富，孩子特别喜欢。”

街道图书馆负责人朱宇翔说，

为了吸引更多元的读者群，街道图

书馆有意识地调整了图书结构，增

加儿童绘本的比重，目前亲子读物

已经占到总借阅量的46%。同时，

“国风好少年”沉浸式亲子阅读品牌

活动通过“阅读+体验”的方式，将

传统文化浸润式教育等引进图书

馆。据了解，上半年，静安区已完成

7个儿童友好城市阅读新空间建

设，2025年末将实现14个街镇儿童

友好城市阅读新空间全覆盖。

“爱心暑托”增加文化底蕴

和阅读空间里静谧的环境不

同，位于中心5楼的爱心暑托班里

欢声笑语，街道辖区里的小学生们

享受着多样化的专题课程。志愿者

巧妙地将“红色非遗”文化、奥运知

识融入教学之中，并带领着孩子们

开展体育锻炼，提供了一个寓教于

乐的学习空间。

静安区正积极探索公共文化建

设新路径，将红色文化、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融入课后服务，打造“行走

的课堂”。暑托班就结合江宁路街

道的红色文化和历史建筑特色，为

每位同学发放了《记忆江宁》绘本。

这些绘本不仅讲述了江宁路历史建

筑背后的故事，还鼓励孩子们发挥

创意，为建筑涂上色彩，让他们在动

手实践的过程中，更加深入地了解

和热爱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

“宝宝屋”建设升级迭代

除了大孩子，0岁以上的宝宝

也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乐趣。作为

上海首家宝宝屋，江宁路街道党群

服务中心的宝宝屋不久前还进行了

升级迭代，提供了丰富的运动、游戏

及生活体验区，两间温馨别致的室

内教室“融融活动馆”“暖暖活动馆”

吸引了众多家长的关注，而教室外

的“亲亲竹园”，则为孩子们创造了

一个亲近自然、发挥创意的乐园。

据介绍，静安区已建成的23家

宝宝屋以各种形式嵌入社区，今年

上半年提供了12000人次的公益服

务。“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大投入，优

化调整宝宝屋的布点，打通科学育

儿进家庭的最后一公里，将科学的

育儿理念和方法传递给广大家长。”

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目前，上海已建成

260多家“宝宝屋”，中心城区已实

现每个街镇至少一个“宝宝屋”，

部分需求大的街镇设置三到五个

宝宝屋。

实习生 徐一白
本报记者 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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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路步行街世

纪广场开启喷雾降温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

夜晚到湖畔纳凉

也是不错的选择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