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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新民随笔 台风预警的科学与责任 马丹

本报讯 （记者
马丹）今年21号台风

“康妮”携手冷空气，

来了一招“隔山打

牛”。虽然“康妮”上

午仍和上海相隔千

里，上午10时左右刚移动到台湾省台东市东

南方向约105公里的洋面上，但是，它的超长

“尾巴”已经扫到了申城，提前带来明显降水，

浦东等区域出现了阵雨。据中央气象台预

报，今天中午前后，“康妮”在台湾岛东部沿海

登陆后，仍不排除它会在闽浙近海东北行过

程中登陆福建和浙江沿海的可能性。

对上海而言，“康妮”不仅会送来暴雨，还

会送来大风，最强的降水时段还没有到，市民

今天出行记得带好雨具，及时关注最新的天

气预报。今天9时，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台

风蓝色预警信号。

据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报，今天傍晚开始，

申城雨势增强，时阴时雨的降水会一直持续到

11月2日凌晨。集中降水时段出现在今天半夜

到11月1日的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的过程

累积雨量大暴雨（   —   毫米），东南部地区

雨量更显著（局部可达   —   毫米）。与此

同时，本市风力今夜起逐渐增大，明天以北到东

北风为主，最大陆地阵风可达8到9级，高层建

筑及沿江沿海地区的阵风达9到10级，洋山港

区阵风达10到11级。周日，申城天气会恢复

平静，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升至23℃。下周上

海以多云天气为主，但随着冷空气南下，气温下

降明显，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跌到16℃。

这波强降水很可能成为上海1981年以

来11月最大的降水过程。上海中心气象台

预报首席江漫说，这是一次最典型的秋台风

影响暴雨过程，“从秋季开始，北方冷空气活动

日渐频繁。‘康妮’携带的来自热带海洋的水汽

和能量，与冷空气激烈交汇，就会产生极端降

水。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比如，

2007年的16号台风罗莎、2013年的23号台风

菲特都给上海带来了暴雨和大暴雨天气。但

是11月份，上海出现如此强的降水在气象记

录史上颇为少见，市民需要做好防范。”

本报讯（记者 罗水

元）超强台风“康妮”今起

影响上海，今天上午，在上

海中心气象台发布台风蓝

色预警信号的同时，市防

汛指挥部还首次在10月

同步启动了全市防汛防台

Ⅳ级响应行动。

防汛部门提醒，市民

在台风影响前可适量储

备饮用水和食物，台风影

响期间要尽量减少外出；

为防高空坠物，大风来临

前要关闭门窗，妥善收起

室外物品，大风袭击时不

要在临时建筑物附近躲

避风雨，车辆停靠远离大

树等。由于“康妮”影响

期间正值天文大潮期，市

民还须注意提防风暴增

水影响，低洼处尤需注意

防范；为防室内进水，可

提前在家门口放置挡水

板、堆置沙袋等；万一屋

内进水，要立即关闭电

源、煤气等设备。不得不

出行时，最好提前了解途

经地雨情、潮位等信息，如果此次过程

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潮位造成局部积水，

要特别警惕缺失井盖的窨井以及可能

触电的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不轻

易涉水经过。

据了解，有关方面已明确要求：立足

防强风、防暴雨、防内涝、防事故，全面落

实防御台风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气候变化，正令极端天气变得频繁，比

如，今年的台风季似乎不太寻常，马上就要

  月了，台风仍在活跃影响我国。今天下午

起，台风“康妮”将给上海带来暴风雨。台风

预警就如同我们抵御这头“猛兽”的前哨战，

究竟要不要发、何时发，着实大有讲究。明天

正式施行的《上海市气象条例》就特别强调了

防灾减灾要预警先导。

每一个台风预警的及时发出，就像是黑

暗中的一盏明灯，是对生命安全的庄严承

诺。它能让沿海作业的人们远离汹涌的波

涛，能让城市的居民有足够的时间储备物资，

寻找安全栖身之所。它能让人们在面对未知

的风暴时，心中有底，不至于陷入无端的恐

慌。政府更可以据此有条不紊地调配资源，

做好应急救援方案，更好地关怀弱势群体。

台风预警，不只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它背

后蕴含着科学的考量、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社会

责任的担当。发布时间的把握，更是一门需要

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与责任的平衡艺术。过

早发布，台风路径和强度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引

发虚惊一场，导致资源的浪费和人们的疲惫应

对；过晚发布，则会让人们措手不及，眼睁睁地

看着灾难降临而无力回天。此时，气象部门就

像一位谨慎的“舵手”，既要确保预警的可靠性，

又要给公众留出足够的响应时间。

要让预警信号的发布精准又及时，一方

面，需要不断加强科研投入，提升预报预警水

平，摸准台风“脾气”；另一方面，也需要各部门

间的信息互通，让气象公共服务变得更精细、

更通畅。与此同时，也要提高公众的气象灾

害认知水平和自我防范能力，让公众能够正

确应对预警信息，积极配合防灾减灾工作。

气候变化带来风险是不争的事实。看似简

单的“要不要发”“何时发”的问题背后，是人类对

自然的敬畏与抗争，也是气象科学家和城市运行

者们为守卫人民群众安全作出的不懈努力。希

望每一次台风预警都准确及时，让城市在威胁面

前安然无恙，更让生活在风雨后依然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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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抓住稻秆，右手握紧镰刀，来回用力

割啊割，成功，收获了一把香香的秋天的味

道！今年6月末，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的同

学们亲手在学校的半亩水稻田里插下了秧

苗。经过了今夏的高温，也扛住了台风的考

验，沉甸甸的稻谷挂上枝头，本周，孩子们迎

来了丰收的时刻。

感受“汗滴禾下土”
半亩稻田共分6块，昨天，最后一块稻田轮

到五（1）班来收割。“每天出操的时候都会看一

眼，这些水稻也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女孩赵紫

涵有些感慨。老家在江西农村、从小看着爷爷

奶奶插秧长大的李柳萱是班上公认的“种田小

能手”，穿上胶鞋，重新一脚深一脚浅踩进“橡

皮泥”一样的稻田里，手起刀落，忙了快一个钟

头仍没有停下的意思。收割下的稻谷很快堆

成了小山，这个瘦小的小姑娘左手一捆，右手

一捆，捧起稻谷就往晒谷场走。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劳动的机会，老师也

很难看到他们能那么吃苦耐劳。”看着孩子们

忙碌的身影，95后班主任李祎文感慨道。

收割、打谷、脱粒……同学们各司其职，方

知一小把大米来之不易。“先要把稻谷塞进去，

然后脚要不停地踩，不能停下来！”李祎文和孩

子们一起研究着如何使用半自动打谷机。虽

然外婆家在崇明，自己也是第一次干农活，和

孩子们一样，真切感受到一餐一饭的来之不

易。胖乎乎的男孩胡启晨则真实演绎了“汗滴

禾下土”的辛劳，他和同学们一起手动打谷，拿

着一捆水稻，用力拍打着木箱。“我们把他们机

器加工过的稻谷再甩一下，就更精细一点！”说

着话，脸上晶晶亮的汗珠滴落下来。擦擦干，

继续！“暑假里，我们还来做过田间管理，捉过

一种叫‘稻飞虱’的小虫子！”胡启晨说。

“前一阵台风来了，我们都特别担心稻田

会不会遭殃。没想到，过了一个礼拜，倒伏的

水稻重新挺了起来。”校长赵蔚秋感叹，这也

让师生们看到了生命的韧劲。

围绕稻田做“文章”
除了干农活，小小的半亩稻田，还给孩子

们带来更丰富的体验。孩子们拿到了一份

“金秋稻梦 励志躬耕”实践活动手册，德育教

导黄盈秋介绍，那是各学科老师围绕稻田做

的“文章”——语文老师引导孩子们用文字捕

捉“稻田里的小镜头”；数学老师请孩子们自

己设计“50克稻米的包装盒”；英语老师让孩

子们自己查一查，如何用英语介绍水稻的生

长历程；体育老师带着孩子们玩起了“稻草人

射箭比赛”……根据不同年龄段特点，孩子们

还有不同的小任务——水稻标识牌是低年级

的孩子们画的，中高年级的学生们制作美化

了学校稻田“伴手礼”礼品盒。五彩缤纷的晒

谷场，也是孩子们自己设计的。

稻田收割进入尾声，仍有一组同学在忙

碌——在专业仪器帮助下，他们挖取样本，为

稻田“体检”。“水稻喜欢在酸性、中性土壤中

生长，我们稻田的土壤pH值有7.5，略微偏碱

性，还可以再调整一下。”“小科学家”崔正谊

说，下一季，他们还有新的任务要完成。

本报记者 陆梓华

本报讯 （记者 马亚

宁）香菇好吃又营养，可是

我国每年会产生约2500万

吨的香菇废弃菌渣。近日，

来自上海市农科院的“一种

香菇菌渣的提取方法、香菇

菌渣提取物和应用”成功转

让进企业，基于该技术，即

将开发出的新型双效功能

肥料，有望帮助绿叶菜耐寒

耐碱，还能帮生菜提高产量

约30%。

香菇菌渣是香菇采收

后的废弃物。“香菇菌渣本

身富含大量多糖、寡糖等功

能营养物质，科学合理处理

香菇菌渣，可以实现废物高

值化利用，推动农业可持续

发展。”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食用菌研究所研究员杨焱

带领团队，开始了在香菇菌

渣中的寻宝之旅。

“经过连续多年的技术

创新，我们通过高压预处理

联合复合酶酶解技术，提取

精制得到香菇菌渣提取物，

大幅提高了提取率，并创制了促进蔬菜生

长、提高蔬菜产量的香菇菌渣植物免疫剂。”

杨焱告诉记者，这一创新技术在上海首次实

现成功转化的菌菇废渣提取物植物免疫剂，

提取精制得到香菇菌渣提取物，提取物得

率14.8%，多糖含量25.5%，比直接水提取分

别提高85.6%和65.7%。不仅绿色环保，而

且有效提升植物的抗逆性、促进生菜和青菜

的生长。仅以生菜“西班牙”为例，在种植

过程中使用香菇废渣提取物后，提高抗坏

血酸、纤维素、硝态氮和总糖等品质指标含

量的同时，产量提高30.53%。而且，研究

人员还意外地从香菇菌渣提取物中，分离

鉴定出一种功能性蛋白聚糖，具有显著抗

炎、抗氧化及调节氧化应激的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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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小学的半亩稻田，丰收了！
除了体验农事，孩子们还喜欢特别有趣的“稻田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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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妮”或产生
  年来  月最强降水

■ 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台风
蓝色预警信号

■ 市防汛指挥部同步启动全
市防汛防台Ⅳ级响应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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