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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第三轮高温酷热天气已持续11天

持续高温，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金

山区代表处连续收到爱心人士和单位

捐赠的慈善物资，从饮品到空调，希望

为一线工作者送去清凉与关怀。市慈

善基金会金山区代表处副会长彭宏、吴

永根等前往受赠单位慰问城市守护者。

金山区第三届“慈善之星”翁引观

女士向区市容环卫所、锦石市政建设

养护有限公司、金山交警支队、部分居

委会捐赠400箱冷饮，用于慰问环卫

工人、市政养护工人、执勤交警、辅警、

社区保安等。

上海金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向金

山公安分局治安支队检查站、金山交

警支队合计捐赠矿泉水200箱、盐汽

水50箱。上海小猪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分批次向2家养老机构、交警支队

部分责任区大队捐赠白象天然饮用水

200桶、矿泉水100箱。

金山区青年企业家协会捐赠20

台奥克斯空调用于金山团区委“萤火

虫点亮计划”——“追光小屋”困境未

成年人家庭居室微改造公益项目。

李一能

今天迎来立秋，但这只是节气意义

上秋天的开篇。热浪还在涌动，酷暑仍

伴随左右，秋老虎发起威来也是很凶

的。在立秋当日，民间有咬秋的习俗，

这里面还真有不少吃的学问呢。

咬秋就是希望通过吃西瓜、香瓜

等瓜果祛除大伏天积蓄在体内的暑

气。咬秋也叫啃秋。有没有发现，这

个“啃”字现在居然有点变成“冷僻字”

了。以前啃的东西可多了，啃肉骨头、

啃鸡脚爪，啃苹果、啃甘蔗、啃玉米，哪

怕啃西瓜皮都是件开心事。现在除了

啃老，真正属于啃字本义的“吃法”少

之又少。肉骨头做成香酥的，麻辣鸡

爪是手撕的，大排骨也变成了椒盐排

条，都特别酥烂，根本不用啃。啃个苹

果都嫌累，必须切成果盘，插上牙签一

小块一小块往嘴里送，否则宁愿不吃。

同样，现在需要咬的东西也逐渐

减少。炒熟的蚕豆和黄豆，咬着吃特

别香。小核桃、大核桃，放进嘴里用大

牙齿一咬就破壳了，然后吐在手心里

慢慢掰开，小心地吃里面的果肉，这不

是一种生活享受吗？只是现在人们特

别是小孩子，已经体会不到这样的乐趣了。凡

是靠咬或啃才能吃的，都能通过现代加工技术

让人轻松下咽。核桃肉一吃一大把，即便带壳

也是加工成纸皮的，一揉就碎，就怕咬坏了牙

齿。似乎只有很“松弛”地吃才优雅，才放心。

食物过于细碎、过于软糯、过于精致，人类

与生俱来的咬的功能、啃的本事将来会不会丢

失？要知道，人类进化有一条基本规律，叫“多

用则灵，不用则废”，比如尾巴、智齿等。试想，

一旦啃都不会了，咬的力气和咬的意愿都没了，

牙齿的功能和形状就会一点一点改变，甚至牵

连人的面部形象也会向着不知什么方向变化。

咬秋也好，啃秋也罢，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很多美食是要花点力气才能咬出快乐、啃出味

道的。这个道理，最好一代一代传下去。

景洪市第一中学师生代表团近日来到

上海松江，开启为期五天的瑶族学生“异地

集中办学”项目研学活动。

2020年以来，上海杉欣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上海集强金属工业有限公司、上海光

大电缆有限公司、上海震界自动化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通过上海市慈善

基金会松江区代表处共同捐赠41万元，资

助云南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第一中学开展瑶

族学生“异地集中办学”项目，每年结对帮

扶40名瑶族学生，为他们提供学习、生活、

心理等多维度关怀。在四家爱心企业支持

下，今年活动代表团由景洪市第一中学副

校长陆伟民带队，瑶族学生“异地集中办

学”项目负责人、获评学校“进步之星”“励

志之星”“自信之星”等品学兼优的受助学

生代表组成。

7月30日上午，市慈善基金会松江区

代表处组织召开项目座谈会，共叙情谊，共

话未来。陆伟民介绍了瑶族学生“集中异

地办学”项目的设立背景、实施情况及取得

的成效，对区慈善基金代表处、四家爱心企

业给予的倾力支持表示感谢。2018年9月

以来，景洪市第一中学一直在探索开展瑶

族学生教育工作，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瑶族学生“集中异地办学”项目凝聚了

广泛的社会爱心，松江区慈善基金代表处

和爱心企业的持续助力，进一步激发了学

生向上向善的内生动力。陆伟民表示，学

校将不断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全员、

全方位、全过程关注瑶族学生，给予他们爱

心关怀、精准帮扶、悉心引导，让更多瑶族

学生更好成长。当天下午，代表团参观了

社会组织服务园，聆听了松江社会组织致

力于对口帮扶、社区治理、慈善公益、文明

实践中的情况介绍。在园区入驻组织——

松江区爱心助困志愿者协会的精心安排

下，两地同学携手参加爱心“衣救”二手衣

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实践。课堂上，项目组

老师引导同学们用旧衣物剪裁而成的布

料制作出一个个造型别致的葫芦样挂件。

7月31日，代表团前往东方明珠广播电

视塔游览。坐上时速每秒7米且平稳、舒适

的高速电梯，首次到沪的同学们很快来到了

主观光层俯瞰上海城市风貌，激动不已。

当天下午，同学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瞻

仰了中共一大会址。通过参观，同学们进

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光辉发展历程的

了解，和对上海复杂而多元的历史文化变

迁的了解，也收获了一堂极为生动的爱国

爱党主题教育课。大家纷纷表示开学后要

更加刻苦学习，增强本领，为建设更加强大

的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5天的活动时间里，瑶族学生们还来

到了大学校园、博物馆、爱心企业等地，在参

访学习、实践体验和互动交流中开阔视野、

增长见识。活动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

要争做民族团结进步和慈善公益事业的宣

传者、维护者、促进者和践行者。

李一能

8月1日下午，“心 ·镜”余慧文艺术影像

臻选展在上海海派艺术馆开幕。此次展览

将持续到8月25日。展览结束后，展品将进

行义拍，所得善款将捐赠给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美滋润心”关爱儿童专项基金，用于贫困

家庭的先心病患儿手术和偏远地区的教育

事业。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钟燕群、荣

誉理事长冯国勤等出席活动。

此次展出的影像作品是摄影家余慧文

女士从大量作品中精选的，是她对十余年

来摄影实践和艺术创作的一次回顾和总

结。展出共分五个板块：中华大地、异域山

川、三极探寻、微观宇宙和运用AI技术、具

有当代艺术风格的“人与自然”。其中部分

展品是余慧文用其摄影作品的元素与中国

书画跨界合作，与非遗刺绣、宋锦、缂丝等

中国传统艺术相融合的作品。余慧文在致

辞中表示，希望以此丰富大众的生活，把美

带给更多的人。

在展厅的重要位置，有两幅名为《大别

山云海》的作品，这是余慧文在安徽霍山拍

摄的。过去一年间，余慧文多次到霍山采

风，和当地摄影家一起研讨、创作，拍摄四季

美景，记录老区发展。当地宣传部门将这些

作品精选后集结成册，出版了《山海情——

安徽霍山地理人文摄影画册》，画册的首发

仪式在开幕式上举行。

余慧文曾于2013年首次举办摄影作

品展。那次展览后，余慧文通过义拍和认

捐其作品的方式募集善款，并在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设立了“美滋润心”关爱儿童专

项基金。

至今，“美滋润心”专项基金共募集善款

2080万元，已用于资助医疗类、教育类慈善

项目1212万元，受益人数达1360人次。此

外，“美滋润心”还捐助了AI教学设备8000

多套，惠及10多万名乡村学子。

此次展览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市

摄影家协会指导，上海海派艺术馆主办，上

海西区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美滋润

心视觉艺术研究中心承办。

李一能

瑶族同学来沪参观
开启五天“异地集中办学”研学活动

“心·镜”余慧文艺术影像臻选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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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已至，天气却丝毫不见凉快，上海

今夏第三轮高温酷热天气仍在“如火如荼”

进行中。上午9时30分，高温橙色预警又

“到岗”。截至今日，此轮高温已持续11天，

今夏高温日已达28个。不仅如此，到下周

初，副热带高压都将继续强势“控场”，本市

最高气温将一直维持在38℃附近，最低气温

也有29至30℃。大气能量颇高，与高温相

伴的是午后可能出现的强对流天气。为何

上海今夏这么热？气象专家说，以往副热带

高压在海上，但是，今年副热带高压直接在

上海。

上海第三轮高温这么持久、那么酷热，

“幕后推手”正是副热带高压！上海夏季的

高温天气，往往是由副热带高压系统所带

来。副热带高压是影响我国天气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环流系统，它所控制的地区特别是

中心地带，以强烈的下沉辐散运动为主导。

一方面下沉气流因绝热压缩而变暖，增强了

地面气团的暖属性，另一方面下沉气流使得

云系减少，天气晴朗，地面从而接收了更多

的太阳辐射而强烈升温。

上海中心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漆梁波说，

今年的副热带高压异常强势，就像一个巨大

的“暖盖”，盖住了整个苏浙沪地区。和往年

同期相比，副热带高压的平均位置和强度都

较为异常。一般来说，副热带高压的中心都

是在海上，但今年近期的副高中心不仅更强

大，中心还直接“盘踞”在了上海附近。“也就

是说，副高往年在海上，今年在上海。”

除此之外，被称为夏季“冷风机”的台风

今年也偏少。历史平均数据显示，1至7月，

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平均有8到9个，但

是今年到目前为止，该区域才出现了4个台

风。“没有热带气旋的活动，副热带高压就容

易控制我国东部地区，从而导致长时间的高

温天气。”

漆梁波说，由于今年副热带高压的异常，

今夏上海出现高温持续时间长、极端温度高、

夜间温度高等特点。历史上（按    年到

    年统计），上海年平均高温日为15个。随

着高温酷热天气持续，今夏高温天数可能会达

历史平均的2倍。截至昨天，上海今夏还出

现了3个40℃以上的酷暑天，2个国家级的

观测站突破了历史极值，这在徐家汇观象台

152年气象史上也“表现突出”。据统计，152

年来，上海一共才出现过24个40℃以上的高

温天。不仅如此，今夏的热还是“全天候”的，

夜间最低气温大多在30℃以上，尤其是8月2

日早晨的最低气温达到了32.1℃，平了“史上

最热”夜温的历史纪录。

漆梁波表示，盛夏高温要得到缓解，一

是需要冷空气，二是要有海上热带系统。“目

前，海上热带气旋还不太活跃。尽管未来10

天，海上热带气旋可能会有所活动，但不会

影响到华东沿海地区，因此，无法起到立竿

见影的‘消暑’作用。”据预报，到下周初，副

热带高压继续强势“控场”，上海本轮高温天

还将持续一个星期，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

38℃附近。此后，天气形势会有所调整，申

城的持续高温有望逐步结束，最高气温会缓

慢回落到35℃以下。

气候变化，全球同热。世界气象组织当

地时间6日表示，整个7月，全球数以亿计人

口都经历了酷热的袭击，世界多地出现有记

录以来最热的一天。监测数据显示，从2023

年6月到2024年6月，全球月平均气温已经

连续13个月刷新最高纪录。过去一年，大

范围、长时间的强烈热浪袭击了各大洲，至

少有10个国家的多个地区录得超过50℃的

日气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

化服务局近期公报也显示，7月22日成为地

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未来可能还会刷

新纪录。

2022年，中国气象局公布了一组数据，

正说明了我国气温在全球变暖大背景下的

变化。1961年以来，我国年均高温日数呈增

多趋势，尤其近10年较常年偏多最为明显，

高温极端性也在增强。从反映高温强度和

范围的极端高温指数来看，1961年以来，我

国平均极端高温指数每十年增加0.21℃。

本报记者 马丹

今夏申城
为啥这么热？

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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