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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北方高温持续发展，南方强
降雨不断。进入夏季，天气仿佛变得更
加剧烈。今年夏天极端高温和降水会
不会更加频繁？气候形势到底如何？

据国家气候中心气象灾害风险管
理室研究员翟建青介绍，6月 9日以来,
华北东南部、黄淮等地出现高温天气过
程，河北、山东、天津等地共有 42 个国
家气象站达到极端高温阈值，86个国家
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超过40℃，高温影响
面积约 50 万平方公里，影响人口约 2.9
亿人。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近年我
国高温天气呈现出首发日期提前、发生
频次增加、累计日数增多、影响范围变
广、综合强度增强的特点。”国家气候中
心服务室副主任李修仓说。

全国区域高温天气过程首次发生
时间以每 10 年 2.5 天的速率在提前。
1981 年至 1990 年，每年高温天气过程
平均最早发生在6月24日，2023年则提

前到了 5 月 28 日，比常年偏早 16 天。
同时，全国区域高温过程累计日数呈显
著增多趋势，平均每 10 年增加 4.8 天，
高温的平均影响范围也不断扩大。

为何高温越来越强烈？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郑志海

表示，全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下，平均温
度升高，高温天气也趋于频繁，极端高
温事件增多增强或已成为新常态。此
外，自2023年5月开始的厄尔尼诺事件
已趋于结束，但其滞后影响仍将持续，
并且大概率在 2024年夏季转变成拉尼
娜事件。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通过海
气相互作用影响全球大气环流，并导致
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各地气候异常。

而阶段性大气环流异常是区域高
温天气形成的直接原因，我国东部地区
高温主要受到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西
风带暖高压共同影响。在暖高压控制的
地区盛行下沉气流，天空晴朗少云，不易
成云致雨，太阳辐射强，近地面加热强

烈，在高压系统异常强大且稳定维持的
条件下，极易形成持续性高温天气。

今年夏季我国高温天气是否会更
加突出？

“今年夏季高温过程多，持续的高
温天气频繁，预计长江流域的高温强度
低于 2022年。”郑志海说。今年高温天
气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6月主要
是华北、黄淮等地高温日数多、强度强，
盛夏（7 月至 8 月）则主要在江南、华南
等地。

今年 4月华南前汛期开启后，发生
多次强降水过程，华南区域4月4日至6
月11日累计降水量为1961年以来历史
最多。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夏
季降水是否会持续偏多？

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6
月至 8 月）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涝
重于旱，东部季风区降水总体偏多，区
域性和阶段性洪涝灾害明显，极端天气
气候事件偏多，局地发生极端性强降水

的可能性较大。
专家表示，今夏气候受到赤道中东

太平洋由厄尔尼诺向拉尼娜转换影响，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强，副高外围水
汽输送条件好，东部季风区降水总体偏
多的可能性大。此外，我国气候异常还
会受到其他海区（如印度洋、大西洋等）
海温变化，以及积雪、极冰等其他因素
影响，这些因素在未来夏季的演变及其
气候影响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针对近期高温天气频发，翟建青建
议相关部门做好高温中暑防御及卫生
防疫工作，尤其是针对独居老人、长期
慢性病患者、降温设施不足的低收入家
庭和户外作业人员。同时加强科学调
度，保障生活生产用电，确保人畜饮用
水和生产用水等。此外，6月13日起南
方将出现新一轮暴雨，降雨区域和前期
高度重叠，专家提醒要警惕持续降雨可
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高温频繁 降水偏多
——专家详解气候变化下的夏季气候形势

新华社记者 黄垚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 周圆
王聿昊）近期，华北黄淮等地旱情持续发
展。国家防总于6月12日12时针对山东、
河南两省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
两个工作组分赴两省协助指导抗旱工作。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近期，华
北南部、黄淮、江淮及湖北、陕西等地部
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五成以
上，气温持续偏高，旱情迅速发展。据
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段时间，上述地
区仍将持续高温少雨，旱情可能进一步
发展。当前全国旱情总体较常年同期
偏轻，干旱地区相对集中，受旱地区旱
情总体可控。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2日
组织气象、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联合
会商，视频调度河北、山西、安徽、山东、
河南、陕西等重点省份，研判重点地区
旱情发展态势，部署抗旱减灾工作。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当前
正值“三夏”关键时期，各地要严格落实
抗旱责任制，确保城乡供水安全和粮食
生产安全；加强旱情监测和分析研判，
制订完善抗旱预案方案；发挥气象、水
利、农业农村等部门优势，做好预报预
警、水量调度、农业技术指导等工作；坚
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严防因短时强降
雨、旱涝急转造成严重灾害损失。

国家防总针对山东河南
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郑州6月12日电（记者 马意
翀）记者从河南省气象台获悉，6月12日8
时河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据河南省气象台预计：6月 12日白
天，河南黄河以北和三门峡东北部、洛
阳北部、郑州、开封、商丘西部、周口西
部、许昌、漯河、平顶山西部南部、驻马
店北部部分市、县最高气温将升至40℃
以上。6月 13日白天，黄河以北和三门
峡东北部、洛阳北部、郑州北部、开封北
部、商丘西部、周口西部、许昌东部、漯
河北部部分县市最高气温将升至 40℃
以上。

河南省气象台提醒上述地区及相
邻县（市、区）注意防范。政府及相关部
门按照职责采取防暑降温应急措施，保
障生产、消防、卫生安全和城市供水、供
电。停止户外露天作业（除特殊行业
外）。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采取有效
的遮阳防晒措施，对老、弱、病、幼人群
采取保护措施。驾驶人员应注意车内
勿放易燃物品，开车前应检查车况，严
防车辆自燃、爆胎。有关部门和单位要
特别注意防火。

此前，河南省气象台 6 月 9 日和 11
日已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河南省气象台
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新华社北京 6月 12日电 （记者
马卓言 曹嘉玥）就美方近日以涉嫌“强
迫维族人劳动”为由，将 3 家中国企业
列入有关制裁清单，外交部发言人林剑
12 日表示，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
的污蔑抹黑，撤销对中国企业的非法单
边制裁，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
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美国国土安全部11日发表声明，以涉嫌

“强迫维族人劳动”为由，将3家中国企

业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
单”，禁止进口它们的产品。中方对此
有何回应？

“美方再次炮制散布涉疆虚假叙事，
打着人权的幌子对中国企业实施非法制
裁，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林剑说。

林剑表示，新疆的发展成就有目
共睹，中国中央政府的治疆政策深入
人心。我们多次援引大量数字事实说
明，所谓“强迫劳动”“种族灭绝”完全
是无稽之谈，是极少数反华分子炮制

的世纪谎言，其目的是搞乱新疆、抹黑
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美方以谎言为
依据，一意孤行实施涉疆恶法，将中国
企业列入有关制裁清单，严重干涉中国
内政，严重扰乱市场正常秩序，严重违
反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实质是企图在新疆制造“强迫失业”，以
人权为名侵害广大新疆群众的生存权、
就业权、发展权，其“以疆制华”的险恶
用心昭然若揭。

林剑指出，美国国内问题堆积如

山，美方如果真的关心人权问题，就
应该采取措施，切实解决国内的种族
歧视、枪支暴力、毒品泛滥等痼疾，而
不是内病外治，对别国横加干涉、滥
施制裁。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的
污蔑抹黑，撤销对中国企业的非法单边
制裁，停止打着人权幌子干涉中国内
政、损害中国利益。”林剑表示。中方将
继续采取坚决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
的正当合法权益。

坚决反对美方打着人权幌子制裁中企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水利部发
布旱情通报，水利部 12 日 14 时针对河
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
和甘肃省启动干旱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5 月份以来，华北、黄淮、江淮等地
部分地区降水偏少，加之近期高温天
气，一些地区出现待播耕地缺墒和已播
作物受旱情况。水利部预计未来 10 天
该区域仍维持高温少雨天气，旱情可能
持续或进一步发展。

水利部当天召开会商会议，分析研
判旱情形势，发布干旱蓝色预警。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水利部密切关注旱情变化，指导相
关地区强化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精准
调度流域骨干水工程，加强黄河干流抗
旱水量调度，发挥大中型灌区抗旱主力
作用，因地制宜采取应急调水、打井取水
等措施，全力保障灌溉用水，确保群众饮
水安全、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

水利部针对8省
启动干旱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孩子们热衷研学，老人们喜欢到
松花江边散步，外地游客体验着中西
合璧的文化氛围，滑雪发烧友则在室
内雪场找寻快乐……哈尔滨在端午假
期拉开“避暑游”的帷幕。

经大数据测算，端午假日期间，全
市共计接待游客 263.67 万人次，同比
增长 17.5%，其中，省外游客 38.04万人
次，省内游客 225.63万人次，分别同比
增长 44.75%、13.89%。旅游总花费为
25.57亿元，同比增长24.25%。

24℃：一趟避暑之旅
“我家已经30多度了，哈尔滨最高

气温才 20 多度，这趟是来纳凉了。”端
午假期，刘先生一家从河北保定一路
北上，到“尔滨”度假，晴好怡人的天气
令他记忆深刻。

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王
洪新介绍，哈尔滨夏季昼夜温差大、凉爽
舒适，近期“清凉尔滨”开启“避暑游”模
式。各个区（县）依托森林公园、城市湿
地等资源，打造垂钓、露营、户外活动等
特色项目，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

6 月 10 日，《遇见·哈尔滨》江上沉
浸式演出在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上
演，这是夏日“尔滨”打造的重头戏。
演出融合情景剧、歌舞、杂技、水上表
演等形式，结合水幕、火秀、打铁花、激
光等舞台特效，打造绚丽的视觉盛宴。

“冬有冰雪大世界，夏有江上大舞
台。”哈尔滨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
总经理周巍说。今年夏天将主打避暑、
音乐、啤酒和演艺四大主题，把江河、湿
地、绿茵景致与文化元素融于一体。

无论在景区还是街头，平均 24℃
的清风吹过，为市民和游客释放心情、
缓解压力。

在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区的中华巴

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中西合璧的老建
筑经过改造升级，成为文创之所。逛
文创书店，听传统相声，品特色美食，
穿上宫廷服去旅拍，成为游客“打卡”
之选。

携程发布的旅游数据显示，截至6
月9日，目的地为哈尔滨的端午假期入
境游订单量同比增长85%，周边游预订
单量同比增长13%。东北虎林园、融创
乐园、极地公园、松花江观光索道等成
为热门地。

零下5℃：一场冰雪穿越
端午假期，步入位于哈尔滨新区

的“热雪奇迹”室内滑雪场，便能“穿
越”到白茫茫的雪场，零下 5℃的温度
让人们惊呼“一秒入冬”。这里是全国
最大的室内雪场，面积达 8 万平方米，
拥有初、中、高不同等级的雪道共8条，
最高垂直落差80米。

“我们每周都要来滑三四次。”杨乐
家在哈尔滨，“雪龄”两年。他脚踩单
板，和朋友一同尽享疾驰而下的快乐。

“游客最多时一天达到3500人次，
年龄从 5 岁到 60 多岁都有。”哈尔滨

“热雪奇迹”工作人员介绍，去年雪场
共接待游客32万人次，还吸引俄罗斯、
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多支专业
滑雪队来此夏训。

6月下旬，一座梦幻冰雪馆将在哈
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上线，用冰量总
计2万立方米，相当于缩小版的冰雪大
世界。目前，冰雪森林、雪国冰堡等冰
雕景观已经建设完毕。

“来冰城，四季都能赏冰乐雪。”哈
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朱占
春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太阳岛雪
博会、冰雪嘉年华仅在冬季运营五六
十天，为了让游客随时体验冰雪，哈尔

滨市正打造一系列“四季冰雪”产品。
持续升温：一阵研学热潮

在黑龙江东北虎林园，生活着不同
年龄的东北虎300余只，端午佳节，饲养
员为小老虎们精心制作了肉泥粽子，它
们在萌虎乐园里尽情享受，不少前来参
加研学的中小学生近距离观看。

站在观虎台上，俯瞰群虎嬉戏、捕
食、休息；乘搭观光车，亲手向老虎投
喂食物；在东北虎救护中心，了解如何
给老虎做手术……“这里集保护、科
研、饲养繁育、旅游、度假为一体，端午
假期游客量过万，单日最多超过 5300
人次。”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总经理邱玉
成说。

“立足研学旅游发展，‘尔滨’‘宠
粉’不变，不断‘上新’，让孩子们热情
高涨。”哈尔滨新区党工委宣传部部长
王佳介绍。新区与太阳岛风景区服务
中心策划推出手绘版研学旅游地图，
将 20 个景点、25 个研学基地（营地）整
合，推出 10 条研学精品线路，并设计
126堂研学精品课程。

连日来，航天科普颇受欢迎，哈工大
航天馆成为热门打卡地。长征、嫦娥、神
舟、东方红……各类模型、实物、图片再
现着中国航天事业68载发展历程。

“越到假期，我们越忙，迎接着来
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们，‘尔滨热’永远
炽热。”哈工大老专家志愿讲解团团长
王若维今年已 70 岁，是材料加工领域
专家，他一边介绍展品，一边为参观者
讲解着一代代航天人的爱国情怀与无
私奉献。

不仅是“冰城”，也是“夏都”，一座
“网红”城市如何实现“四季长红”的答
卷，正在这里书写。

新华社哈尔滨6月12日电

夏至“冰城”究竟有几度？
——“尔滨”努力打造文旅“长红”

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 杨轩 戴锦镕

11日傍晚，高温下的北京遭遇一场
强对流天气，降雨伴着大风、冰雹齐至。
近期北方高温持续发展，南方暴雨密集。
极端天气频发，发生灾害风险升高，在这
种情况下打好预防组合拳至关重要。

今年全球多地自然灾害频发，气象
灾害尤其严重。我国的位置和环境决
定了气象灾害具有分布广、灾种多、灾
损大等特征。据预测，今年我国极端天
气偏多，干旱洪涝多发。对此需要各方
不断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预防为
主，筑起防范极端天气的坚实防线。

打好预防组合拳，要增强底线思
维。极端天气通常带来反常的表现、巨
大的破坏力、防范的高难度，尤其近年
来气象灾害愈发“不按常理出牌”，如降
水量一般偏少的京津冀地区，去年遭遇
历史罕见特大暴雨。牢固的底线意识
是预防气象灾害的关键。各方要走出

“南涝北旱”等思维定式，以极限思维应
对极端天气，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
事件，往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把
极端天气的影响考虑得更细致一些、更
周全一些。

打好预防组合拳，需“预”字当头、
“防”字为要。极端天气变幻莫测，各方

更应关口前移、预防为主，将功夫下在日
常，牢牢掌握防灾减灾的主动。主动运
用新技术、新手段、新设备，提高气象精
准预报能力，严守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
防线。同时科学制订应急预案，健全各
级部门协调联动机制，预置力量物资，紧
盯重点领域、重点时段，深入开展隐患排
查，全力把灾害苗头化解在成灾前。

打好预防组合拳，要着力提升基层
防灾避险能力。基层是防范化解灾害
风险的前线。各方要坚持眼睛向下、重
心下移，开展形式多样的气象灾害防范
知识科普，提高基层防灾减灾意识和自
救互救能力，完善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
灾预警“叫应”机制，健全基层应急管理
组织体系，筑牢防范灾害的铜墙铁壁。

全国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
键期，气象灾害等各类自然灾害风险形
势更加复杂。各方要把各项预防工作
做得细一点、实一点，以万全之策确保
万无一失，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应对极端天气要打预防组合拳
新华社记者 周圆 黄垚

新 华 时 评

□新华社记者 顾天
成 龚雯

室内光线环境
与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息息相关。记
者从国家疾控局了
解到，我国将对全国
托育机构、幼儿园及
学校的直接天然采
光、窗地面积比、照
度等情况进行抽检，
保障儿童青少年在
教室等室内环境下
的“光环境健康”。

为何抽检？
——室内采光

照明对预防“小眼
镜”很重要。

学校是儿童青
少年学习的重要场
所。当儿童青少年

在不合格采光照明环境中学习时，易
产生视疲劳，增加近视发生风险。保
障教室采光照明环境符合相关国家标
准，是做好近视防控工作的重要环节。

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王宁
利表示，户外活动、正确坐姿、握笔姿
势以及良好的室内光线环境都是预
防近视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室内，
充足的光照度和光照面积以及尽可
能接近太阳的全光谱照明，能够更好
预防“小眼镜”。

如何抽检？
——双随机，抽检占总数的至少

5%。
根据国家疾控局等3部门近日联

合印发的《关于开展 2024 年托育机
构、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学校采光
照明“双随机”抽检工作的通知》，托
育机构、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以县
（区）为单位，按辖区内总数的至少5%
进行抽检，且最低数量不少于5所，不
足 5 所的全部抽检；以“双随机”方式
抽取抽检人员和受检机构，防眩光措
施、装设人工照明、课桌面照度、黑板
照度等均在国家抽检范围内，由当地
疾控机构开展检测并记录结果。

据了解，我国自 2019 年以来，定
期开展相关抽检行动。今年，3 部门
还对抽检方式和内容进行了进一步
优化，一是尊重婴幼儿成长特点和
规律，精准实施抽检工作，将托幼机
构细分为托育机构和幼儿园；二是
针对不同机构的特点，明确抽检内
容、抽检标准，对检查项目进行了优
化调整。

四川对全省各县（市、区）的 900
余所学校教学与生活环境进行检测，
针对课桌面和黑板照度等影响视力
较大的因素提出相关整改建议；河北
疾控部门抓监测干预、教育部门协调
配合、财政部门保障经费，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的部门间协作机制不断
健全；上海发布远视储备地方标准

《儿童青少年裸眼视力和屈光度评价
规范》……

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
率呈下降趋势。政府部门、专业机
构、家校社区间的深度协作更多一
些，“小眼镜”才能更少一些。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6月12日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天下第一关景区拍摄的实景演出《迎宾
大典》。近年来，山海关区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历史实景演出、灯光秀
等特色节目，积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天下第一
关”旅游文化，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新华社发（李铎 摄）

山海关

文旅融合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黑龙江牡丹江：壮美瀑布引游人

6 月 12 日，游
客在吊水楼瀑布
附近游览。

近日，受降雨
和牡丹江上游来
水增多影响，位于
黑龙江省牡丹江
市境内的镜泊湖
景区湖水上涨，景
区内的吊水楼瀑
布景色壮观，吸引
游客前来观赏。

新华社发（张
春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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