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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1300万亩农田受旱
昨日，记者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据

统计，全省受旱面积 1300 万亩，其中轻旱

969.4万亩，重旱293.9万亩，干枯36.7万亩。

省防指昨日将《安徽省抗旱预案》应急响

应提升为Ⅲ级。当日，省民政厅紧急启动Ⅳ

级救灾应急响应。 记者 俞宝强 赵莉

120出诊创下历史新高
记者昨日获悉，8月11日合肥“120”24小

时出诊量一路飙升至261次，超过去年夏天的

259次，创历史新高。同时，合肥“120”24小

时接诊了17例中暑患者，也打破了往常的

纪录。 唐俊秋 记者 李皖婷

当涂出现1.4万人饮水困难
当涂县境内连续高温少雨，导致旱情快

速蔓延发展。截至 11 日，该县受旱面积

14.28万亩，人口饮水困难1.4万人。

该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决定,启动抗旱

预案四级响应。 记者 张发平

马鞍山人工增雨缓解旱情
8月 11日下午17时40分，马鞍山市气

象部门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截至当日19时

和县乌江镇降雨7.2毫米，气温下降6℃，市

区气温也下降 5℃，有效地缓解了晴热高

温。 记者 张发平

记者探访：
友谊社区：四间房仅一间有老式空调

在徽州大道的友谊社区，当记者询问社

区内是否有为居民提供的纳凉避暑地时，工

作人员说，我们这里不叫“避暑点”，叫老少活

动家园。

随后，记者在工作人员指引下，来到一处

活动广场。在门头上，写着“友谊社区志愿服

务广场”、“友谊社区老少活动家园”。走进活

动中心看到，共有一个大厅与四个房间。

大厅内，有几张桌子和椅子，强光透过窗

户射入室内，呆在里面几分钟便感到闷热。

记者仔细观察了4间房间，除了“方圆社”

有四名中老年人在打麻将外，其他房间均大

门紧闭。从房间的窗户向里看，仅有“方圆

社”安装了一台老式空调。

银河社区：没有多余的地方给市民纳凉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桐城路与芜湖路

交叉口附近的银河社区，得知记者来意后，一

位工作人员表示，“没有什么纳凉点，如果想要

凉快，倒是可以去不远的省图书馆。”

记者环顾了一下社区环境，发现地方不

是很大，“就这一层，全部面积都在你看得到

的地方，我们没有老少家园。”

曙光社区：有是有，但是不在社居委里

在宿松路上的曙光社区，一进办公大厅，

记者立马就感到了凉快。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社居委里没有

纳凉场地，望江路上的曙宏新村里倒有这样

的地方，可以去那里纳凉，但是比较远。

市民看法：
大多市民不会特意去社区寻“凉快”

“你知道你所在社区有免费的纳凉避暑点

吗？”记者的随即采访中，大多数市民给予的答

案均是“不知道。”少数市民表示听说过，但从

没去过。还有一部分人表示，去过，但觉得不

方便。

家住南园新村的高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

称，从来没有留意过社区有免费的消暑地或

者活动中心。

然而，采访中，也有一些市民不愿意去社

区免费的活动中心。今年62岁的孙大妈告

诉记者，外面空气好，平时热的话，就和几个

经常聊天的老人随便找个没太阳的地方，不

会特意去纳凉点乘凉。

记者 王玮伟 祁琳

星报讯（赵华 王鹏 记者 马冰璐/文

黄洋洋/图） 酷暑难耐又没有空调，这

样的日子怎么过？你可能无法想象，但

对于家住合肥天鹅花园小区的张道杨大

爷和老伴来说，这再平常不过了，“我们

已经习惯了没有空调的生活。”

没有空调，全靠两台电扇解暑

69 岁的张大爷是个盲人，和老伴

住在一套上世纪 90 年代建造的房子

里。这套 60 多平方的房子里没有空

调，仅在两间狭小的卧室里各放置一

台破旧的风扇，这个夏天，老俩口全

靠这两台一转起来就吱吱呀呀响的

电风扇解暑。

昨日下午4点多，太阳已没有正午

时分那么毒辣，但在张大爷家里，闷热的

感觉仍在持续，电扇正吱吱呀呀地转动

着，但他身上的汗水仍不住地往外流。

他不时拿起一块毛巾擦汗，他笑呵呵地

介绍道：“这是一块我专用的擦汗毛巾，

今年夏天全靠它了。”

白天勉强忍耐，晚上酷热难熬

张大爷和老伴靠600多元/月的低

保金度日，用电也要“算计”着用。正因

如此，虽然天气很热，他们也没买空调的

打算，“买不起，也用不起。”

在他看来，白天，酷暑尚能忍耐，到

了晚上就着实难熬。“白天热的话，扇下

电扇勉强能熬一熬。”可晚上，席子被暑

气烤得热烘烘的，一躺下来，不仅汗流浃

背，而且闷热难耐，“晚上不到十一二点，

实在困意难耐，压根睡不着。”

据了解，张大爷所居住的天鹅花园

小区，约有3户居民家没有安装空调。

没有空调的夏天，日子怎么过？
你可能无法想象你可能无法想象，，他们却习以为常他们却习以为常

高温之故事

炎夏的热天，到处都是热浪滚滚，市

民们总想着能在忙碌之余找个地方乘乘

凉。记者为你介绍几个不错纳凉之处。

舒城县政府：
大厅成民工“午休纳凉点”

在六安市舒城县政府大楼里，市民

可以免费前去纳凉。

8月12日中午，吃过午饭，在附近工地

工作的建筑工人老刘，和工友们一起拿着

尼龙袋和水杯，来到县政府大楼里乘凉。

“大厅和走廊里都很凉快，像吹空调

一样。”老刘说，每天中午和傍晚在这里

休息，成了他们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这种传统有好几年了。”舒城县政

府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天下班的时

候，他都能看到许多农民工陆续来到政

府办公大楼里。有时，办公人员还会给

工友们带些凉白开、饮料之类。

宿州市政府：
健身器材成市民纳凉最爱

宿州市政府办公大楼是开放式的，

每到傍晚下班之后，总能吸引附近市民

前来纳凉。

昨晚7时许，市民张先生夫妇带着刚

刚从幼儿园放学的儿子，一起来到宿州

市政府大院内。爸爸妈妈跳舞健身，儿

子在草坪上和小伙伴追着玩具汽车跑，

一家人玩得不亦乐乎。

张先生说，他家就住在离政府大院

不远的小区，每天接了儿子放学，全家就

直接来这里纳凉。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到夏天就

有不少市民来这里玩耍，如今已经成了不

少市民纳凉的固定去处。 记者 曾梅

值得表扬：这些政府大楼供市民纳凉

高温还要持续一周，
但开始走下坡路

面对高温，合肥社区居民纳凉遇尴尬

社区纳凉点不多，知道的人也很少

连日来，合肥经受着
高温的炙烤，市民们面对这
样的天气，多是选择躲在凉
快的地方，可是凉快的地方
难找啊！记者了解到，从6
月18日开始，武汉市民便
可以到 1460 个社区纳凉
点里乘凉。那么面对这样
的恶劣高温天气，合肥可否
提供免费纳凉处，昨日下
午，记者走访了几处社区了
解情况。

连续7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一个

刷记录的夏天，高温成了今夏唯一的主题。

不过，记者昨日得到一个好消息：那高温经历

连续数日的疯狂后，开始走“下坡路”了！

据气象部门统计，7月以来，与常年同期

相比，江淮之间西北部及皖东南偏多15～23

天，有26个县（市）高温日数创历史新高。有

21个县（市）最高温度突破历史极值。

8月12日，安徽省气象台连续第7日发

布高温红色预警，为史上罕见。

据省气象专家预计，未来一周全省仍以

晴热高温天气为主。15日后高温强度逐渐

减弱，但最高气温仍能达到35℃～39℃。

韦炜 记者 祝亮

高温之思考

高温之预报

高温之影响

高温之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