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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全国多地高温“烧烤”各方积极战酷暑
北方高温天气即将缓解，南方“烧烤模式”仍继续

新华社北京 7 月 28 日电 7月以来，全国多地进入高温天气。
“头顶上烈日耀眼刺目，脚下道路热气逼人。”这已经成为全国多个
地区的自然“景观”。高温闷热天气不仅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和不适，更严重影响着企业的生产建设。为此，各地千方百计、采取
各种措施积极应对，以保证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平安、平稳进行。

多部门联动应对高温天气

“不止温度高，湿度还特别大，真的像是在蒸桑拿。”北京的赵
女士告诉记者。北京市气象台 27 日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27 日至 28 日，北京市大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在 35℃以上。北京市
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应对高温天气有关工
作的通知》，要求气象、卫生健康、城市管理、森防、消防等各相关单
位部门高度重视，按照《北京市高温天气预警分级和应急响应措施
(试行)》，落实高温天气应对措施，确保城市运行安全平稳。

北京市属企业联动应对高温天气：公交集团完成 21000 余部
空调车空调设备检修清洗，并为部分车队配备血压计等仪器；环卫
集团增加洗地和冲刷作业频次，每日出动洗地车 130余车次、水车
380余车次，有效降低环境温度；自来水集团利用管网建模离线分
析，加强需水量预测，与所辖应急水源做好随时增量运行准备，保
障供水管网压力，并制定抢修应急预案，确保抢修人员、车辆、设
备随时备战；食品安全方面，首农食品集团加强监测、保证粮仓通
风，采取科技手段避免生虫、发热、霉变等，确保储粮和生产用粮
安全度夏。

连日来，陕西多地的气温持续在 35℃至 37℃以上，28 日当天，
西安最高气温达到 40℃。为确保夏季高温大负荷用电期间西安电
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西安供电公司严格落实市政府批复的有序用
电预案，在优先保证居民生活正常用电的前提下，于 7月 26 日 16：
00至 17：30 期间执行局部地区有序用电，限制工商业负荷。

7月 27 日一早，湖南省益阳市 220 千伏刘家湾变电站内一片
火热景象，该公司于 26 日晚接到湖南桃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负责
人求助电话，称因站内一电压互感器故障，影响公司一条生产线的
正常运行。为确保南方水泥尽快恢复供电，该公司多部门联合，连
夜制定抢修方案，准备相关抢修物资。

浇水抗旱，高温不误粮食收成

据了解，7月以来，河南全省平均降雨量较多年同期均值偏少
七成多，出现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酷热天气，河道来水不断减少，
水利工程蓄水不足，土壤失墒严重，旱情持续发展，对农业生产和
部分山丘区群众生活用水造成较大影响。

在中原大地上，玉米已经长到一人多高。高温天气已持续多
日，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宋集镇宋集村的村民宋金召不得不天
一亮就钻到地里浇水抗旱。

“早上 5 点多我就起来浇地了，6 亩地浇完一轮得两天，再不
浇收成就太差了。”宋金召说。

“玉米正在出天缨子，如果不及时浇水，就会影响产量。”宋集
村党支部书记刘香莲说，“村里有 4700 亩地，大概 50 亩地有一口
水井，大家正在积极抗旱，村里组织村干部成立了应急服务队，正
帮助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浇水。”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河南省大部地区
仍将多高温闷热天气，豫北、豫东、豫南等地旱情还将进一步发展。
据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介绍，目前，河南省已启动Ⅳ级抗
旱应急响应，组织各地积极开展抗旱救灾，全省秋作物抗旱浇灌面
积达到 2969 万亩，最大限度减少秋粮损失，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清凉驿站”为环卫工人送凉意

28 日上午 10时许，在马路上清扫垃圾的合肥市环卫工人丁
传英决定找个地方纳凉休息，很快就在附近找到了一个“清凉驿
站”——— 环卫工人服务站。来到服务站内，她看到几个熟悉的工友
也正在其中纳凉聊天。

记者看到，在环卫工人服务站门口，标识着“免费饮水、爱心
药箱、加热饭菜、爱心座椅、应急充电”等，房间内配备了空调、沙
发、微波炉、医药箱、工具箱等物品。

在合肥市庐阳区，有近百家类似大小不等的“清凉驿站”。据合
肥市庐阳区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主任陈恩燕介绍，城管部门将有条
件的公厕管理用房改造成环卫工人服务站，为环卫工人提供饮水、
吃饭、休息、应急用药等服务，目前已经开放了 4 处固定环卫工人
服务站。同时，城管部门向辖区沿街商家征集“环卫工人清凉驿
站”，目前沿街 90 余处商店加入，包括有银行、餐饮店、商场、书店、
加油站等，免费为环卫工人提供饮水、休息等服务。

合肥市城管局副局长钱新告诉记者，合肥市各个区都开设了
“清凉驿站”。同时，结合城区实际，合肥市还合理调整环卫工作业
时间，增加机械作业频次，让环卫工避开高温作业时段，降低高温
作业风险。 (参与采写记者王君璐、张浩然 、程士华、史卫燕、哈
丽娜、都红刚)

北方降雨，南方高温还将持续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8 日电(记者高敬)热！近日我国中东部
地区持续遭遇高温天气。28 日中午，一些地方气温突破 40℃。
中央气象台 27 日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至 28 日晚间，
橙色预警仍在持续。

好消息是，北方地区 28 日夜间开始的一场大范围降雨将暂
时“扑灭”高温火气，但南方地区的高温还将持续三四天，之后高
温范围逐渐缩小、强度减弱。

中央气象台预计，四川盆地至北方地区将有较强降水过程，
但黄淮及其以南地区仍有持续高温天气。7月 29 日白天，黄淮
中西部、江淮、江汉、江南大部、华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东
部、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达 35℃，其中，河南东部和南部、
安徽中北部、江苏南部、湖北大部、湖南中北部、江西中北部、浙
江中北部、四川盆地东部、新疆南疆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
温达 37至 39℃，湖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局地可达 40℃以上。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何立富介绍，这轮高温天气特点是
高温范围特别大，北方和南方连成一片，有的地方高温天气已经
持续长达一周左右。前期，南北方的高温地区相对比较分散，北
方一些地方不是每天都高温，有时会缓和一两天。但最近两三
天，高温范围明显扩大。从 27 日开始，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都
开启“烧烤模式”，20 多个省份出现高温天气。

他介绍，这轮高温天气中，一些地区局部高温相对较强，山
西、重庆、湖北西北部等地都出现了 40℃以上的高温。28 日中
午，山西省新绛县温度达到 42 . 4℃。

专家指出，由于空气湿度较大，且夜间温度较高，加上高温
持续时间较长，人们的体感温度会更觉得闷热难受。

北半球今夏很“难熬”

近期为何出现大面积高温天气？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首席高辉告诉记者，我国天气受

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明显。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地
区，有强烈的下沉辐散，使得低层水汽难以成云致雨，造成晴空
万里的稳定天气，时间久了就可能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干旱。

何立富说，最近一周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北抬，且整体势
力范围较大，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同时，近期中纬度地区有一
个高压脊，控制华北一带。这两个因素叠加，导致了中东部出现
这一轮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

其实，不仅是我国，近期美国、北欧、印度等地都出现了高温
天气，北半球的这个夏天似乎非常“难熬”。世界气象组织 6月底
称，全球变暖趋势 2019 年仍在延续，2015 年至 2019 年很有可
能成为有气温记录以来最热的 5 年。专家指出，从全球气候变暖
的大背景看，高温天气等极端事件会增多，极端性也会更强。

何立富表示，北方地区 28 日开始的这轮降雨之后，可能还会
偶尔出现持续一两天的高温天气，但不会出现长时间持续性高温，
高温状况会有明显缓和。南方地区高温天气 8月初也将迎来缓解，
尤其是后期可能会受到更多台风活动影响，高温天气会减少一些。

新华社广州 7 月 28 日电(记者郑天虹、廖君、王莹、仇逸)经
历了一学期大考小考的孩子们，本以为暑期可以略微喘口气，然
而等待他们的却是更加汹涌的补课浪潮。教育部门三令五申，禁
止中小学校利用寒暑假组织集体补课，禁止在职教师校外有偿
补课，禁止校外培训机构超前超标教学，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违
规补课依然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补课风气依然盛行不衰。

假“研修”真“补课” 跟教育部门“躲猫猫”

教育部门规定，公办学校不得在寒暑假组织学生集体补课。
然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校内补习班竟顶风而上。家长称，
因为今年初高中升学率位居武汉市倒数位次，经济技术开发区
教育部门认为教学成果是靠“时间+汗水”拼出来的，强制要求老
师在暑假补课。

武汉一位家长提供的截图显示，开发区一初中本部和官士
墩校区的暑假补课通知和课程表，早上 7 点 20 分到校，下午 5
点多放学，一天九节课。

一位九年级学生告诉记者，放假以后，学校组织他们全班补
了 10 天课，实际上就是提前学了下学期的主要课程，8月份还
会补课，但是学校发的告家长书上，却称为“暑期体验与研修”，
时间为 4 天。

“课上不讲课后讲，免费不讲收费讲。”武汉的一位家长气愤

地说，“课堂不讲重点，课后强制收费补课。”据反映，武汉经济
技术开发区一初中的在职老师联合周边高中老师利用节假日
在水木清华社区、以及三牛中学对面的小区开设培训班。

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禁而不绝

公办学校在职教师利用寒暑期给学生有偿补课是教育部
门明令禁止的。前不久，广东省教育厅查处了 4 起教师有偿补
课案例，并向全省通报；去年底，沈阳严查在职教师违规补课，
6 名教师被处理，退费 37 . 5 万元。

然而随着暑假的到来，仍然有老师暗地里进行有偿补
课。一位广州某中学的老师告诉记者，身边一直有老师在校
外补课，与他同校的一位数学老师，一对一补课每小时 600
元。

湖北荆州某高中老师普遍利用暑期时间补课。一位家长
说，补课 20 天每名学生收 16000元，4 位老师每人可以收入
近 8 万元。家住宁波某小区的一位退休老师向记者算起了一
笔账，说她所住的小区有个老师租房子补课，开两个班，每个
课时 100元，两班倒，一个假期可以挣 100 万元。

武汉一位家长说，暑假横竖都要补课，与其把钱交给培训
机构，不如付给自己孩子的老师踏实，而且老师补课的效果更
有保障。

线上+线下 培训机构助推“超前学”

日前刚出台的《关于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和去
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都明确
规定，校外培训，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不能超标超前培训。
然而记者采访发现，超标超前培训的情况仍然普遍。无论是幼
升小、小升初、初升高的孩子，“超前学”都是培训班的主要目的。

广州张女士的女儿今年 9月将上小学一年级。一直没有
给女儿报过任何培训班的她，在这个暑假动摇了。“听说身边
同龄的孩子字都认了好几千了。所以我给孩子暑假报了幼小
衔接班，主要是希望她一年级能跟得上。”她说。

上海一位女儿即将进入初三的陈女士无奈地说：“既有大
班课等线下课程‘正餐’，也有物理网课等作为‘点心’，一个暑假
全部排满。初二学物理，初三学化学，我女儿初二开始背高中
词汇被辅导老师说太晚了。”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范先佐说，培训市场始终热度不减，一
方面在于应试教育的病灶，另一方面是许多家长实行的是“着
急”式教育。专家建议，要杜绝假期违规补课，一纸禁令远远不
够，要家庭、学校、教育部门和社会都切实负起责任来，消除家
长顾虑，转变家长观念，用丰富多彩、有益身心的活动充实孩
子的暑假生活，引导孩子假期生活和教育市场良性发展。

学校老师暗地开班，培训企业“超前教学”
暑期“违规”补课调查

▲ 7 月 28 日，中建五局安徽公司的建筑工人在合肥市的中安创谷项目工地上吃西瓜消暑。

近日，全国部分地区持续高温天气，许多户外劳动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北半球如今最“热”的新闻，莫过于
“热”本身。从中国到美国，从北欧到南
亚，“炎值爆表”消息频传。极端高温影响
着民众健康和社会生活，也促使人们对
大自然发出的警示作出更深远的思考。

这个夏天，“本来就热”的地方更热
了——— 印度多地最高气温比正常水平
高出 5 摄氏度以上，6 月中旬局部地区
最高气温就已突破 50 摄氏度；“本不该
热”的地方也热了——— 热浪让从不需要
空调的欧洲人不知所措，国土深入北极
圈的芬兰，也为可能发生的 40 摄氏度
持续高温天气制定了应急措施。

地球在变热，这不是错觉。世界气象
组织 6月底说，全球变暖趋势 2019年仍在
延续，没有减弱迹象，2015年至 2019年很
有可能成为有气温记录以来最热的 5年。

逐渐增多的高温事件正给人类社
会带来伤害：

危害民众健康——— 据估计，2000
年至 2016 年间，全球遭热浪侵袭的人
数增加了 1 . 26 亿，由此造成的健康风
险包括中暑、脱水、心血管疾病等，极端
高温事件每年在全球导致数千人死亡。

影响生产生活——— 极端高温会威
胁农业生产，并经常引发诸如野火和电
网故障等次级事件，带来巨大损失。去年
高温和野火仅在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就
高达 240 亿美元。

改变全球生态——— 日前发表的一项国际研究指出，按照
如今的气候变化速度，即便是那些“自我调节”较快的动物，
适应速度也不足以保证生存，生物多样性会受到巨大影响。

当下热浪与气候变化究竟有何联系？专家认为，全球
变暖的确会使高温天气发生概率大幅增加。正如世界气
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所言，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
“气候紧急状态”这个词，这已不仅仅是气候问题。

“反常”是大自然的警示。人类不仅需要适应与应对，
更需要反思和行动，莫让反常成为正常。

首先，持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变
暖趋势客观存在，且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是
其主因，这一科学共识不容否认。所以，应对行动不能是极
端高温下的一时之“热”，决心和行动不能轻易“凉”下来。

其次，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也需要
每个人的积极行动。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能源、减少使用一
次性塑料制品、坚持垃圾分类等，都是切实有效的行动和贡献。

最后，席卷多国的热浪再次提醒人们，人类是生活在
地球村中的共同体，休戚相关、命运与共。只有完善全球
治理，才能更好地解决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面临的、关乎
长远命运的问题。(记者刘石磊)新华社北京 7 月 2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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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昌 7 月 28 日
电(记者赖星、姚子云)93 年
前，敌人的一把大火打破了湖
塘村的宁静。火光冲天，逃往
后山的村民亲眼看着家园被
焚毁。此后，湖塘村又被焚烧
过十余次。

湖塘村原本是江西省
弋阳县漆工镇的一个普通
村庄，之所以被国民党等反
动派多次焚烧，只因为这个
村子的村民大多姓方，村里
走出了一个叫方志敏的共
产党员，带领百姓闹革命。

“我于一八九九年生于
离漆工镇二里许的湖塘村。
在这长夜漫漫，天昏地暗的
地方，我生活着，我受着压迫
和耻辱地生活着；我长大起
来了；我逐渐不安于这黑暗
的时日；我渴望着光明；我开
始为光明奋斗……”

这是方志敏在遗稿《我
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对
家乡生活的回忆。敌人放火
烧村本想恫吓村民放弃抵
抗，然而信仰的火苗却越燃
越旺，村民们踊跃地跟着方
志敏干革命，敌人对此采取
了近乎疯狂的报复。

湖塘村党支部书记方界
平介绍，土地革命前，全村共
有 80 多户、约 400 人，到新
中国成立之初仅剩 29 户、90
余人，留下的男丁几乎都是
残疾人，有名有姓的烈士共
96 名，许多家庭成了绝户。

“虽然整个村子牺牲巨
大，但是先辈们当时就相信，
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前途，所
以他们才不惜抛头颅洒热
血。”62岁的村民方富告是革
命烈士的后代，他的爷爷方荣
贵参加革命后在战场上牺牲。

在方志敏的亲属中，就有包括亲弟弟方志慧、堂兄方远
辉，堂侄女婿唐在刚等在内的多名革命烈士，堪称“满门忠烈”。

在敌人的烧杀抢掠中，方志敏的故居也未能幸免于
难。方志敏干部学院教员万来英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当
地政府原计划重建方志敏故居，但十里八乡的群众闻讯后
表示，方志敏为了老百姓的幸福，把生命都贡献出来了，现
在给他修缮故居，一定要盖大一点、盖好一点。于是，乡亲
们纷纷献工献料，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座木质大屋。

修缮后的方志敏故居就坐落在湖塘村的中央。故居当中
挂着方志敏最爱的一副对联：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
栽四物，苍松翠竹洁梅兰。方志敏故居对面是方志敏文化公
园，公园栽种的松柏竹梅，正应了方志敏所写对联中的意境。

今日的湖塘村，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村庄里宽
敞的柏油路、白墙黛瓦的民居、设施齐全的小广场……一
幅田园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湖塘村的先辈为党的事业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为党员，我们就要兑现当年的诺言，
带领村民过上好日子。”漆工镇党委书记汪国华说。

在方志敏文化公园，立着一座方志敏身骑骏马的铜像，
夏日的阳光为其披上了一层明灿灿的外衣，他目光坚毅抬头
远望，前方不再是战场的烈焰，而是他一直憧憬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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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昌 7 月 28 日电(记者赖星、姚子云)江西省
横峰县葛源镇，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旧址群所在地。沿
着蜿蜒的鹅卵石路，可以看到斑驳的土墙上，红军标语依旧
清晰可见。不远处的红军操场，见证了红军战士的一次次出
征。

闽浙赣省委机关旧址房舍为一字形平房，其中一间房
是方志敏任省委书记时的住所，里面最显眼的物件是一张
挂着土蚊帐、铺着粗布被的四轮架子床。省委机关简陋的办
公和生活条件，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在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不久，方志敏告别葛源的父
老乡亲，领导红十军团向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进军，牵制
敌人兵力、掩护主力转移。这是九死一生的任务，方志敏又何
尝不知，但他在遗稿中写道：“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

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方志敏和他的战友在《支
部检阅大纲》和《共产党员守则二十二条》中给出了答案。这
份答案，见证了一个在战火硝烟中成长起来的政党，时刻不
忘加强自身建设的自觉。

“能否按期交党费”“上级文件讨论了没有”“党报每期都
看过了没有”“最近中心工作规定了什么”……在闽浙赣省
委机关旧址，记者看到了这部《支部检阅大纲》，其内容通俗
易懂，从十七个方面对党支部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

“《支部检阅大纲》是当时的赣东北省委对各个党支部进
行巡查的一份指导文件。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党一直重视
建立和健全党支部工作。”方志敏干部学院教员万来英介绍，
当时的根据地已经相对稳固，在方志敏支持下，1932 年，赣
东北省委组织部便出台了这份文件，进一步加强基层党支部
建设。不久之后，党中央将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

“我们从当年的《支部检阅大纲》汲取到了开展党支部
工作的‘养分’。”横峰县姚家乡王家村党小组成员王寒和村
里其他党员曾多次到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旧址参观，他
们将所思所学融入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中，将这个只有 27
户人家的小村庄，发展成了远近闻名的幸福村。

为了更好地教育党员，方志敏等人还提出了简单易记
的《共产党员守则二十二条》，从第一条“服从党的命令”到
第二十二条“永不叛党”，他们把对党员的要求细化为通俗
易懂的文字。“当时党员文化水平较低，所以方志敏他们用
大白话教导党员勤学革命理论，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横峰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姚贵木说。

方志敏被捕后，在狱中写下《死！——— 共产主义的殉道
者的记述》一文剖析自己的内心：“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
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
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
十分情愿的啊！”如今，在闽浙赣省委机关旧址院落一角，能
看到方志敏生前种下的一簇寓意着中国革命长青的芭蕉
树。86 年过去，芭蕉树的树叶依然宽大、翠绿，生机勃勃，仰
头还能看到树梢上已长出一把把泛红的小芭蕉。

红色清风拂山岗
方志敏和一部流传了近

九十年的《支部检阅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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