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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一路走高，申城“ 闷”字当头
其实闷热的体感从前天就有了。前几

日气温一路走高，最高气温从6日的26.8!
蹿到了8日的32.6!，上升近6!，且因为风
小湿度大，8日那天中午前后感觉天气较
闷热。记者周五晚上走在路上，迎面而来
的风相当弱，即使有，还是热的，没过多久
额头冒汗，真想马上回家洗个热水澡。

昨天的闷热体感相比前天有过之而
无不及。由于受暖气团影响，昨天升温较
快，早晨7点市区徐家汇已经达到25.5!，
11点蹿升到31.6!，最终昨天最高温定格
在33.4!。

其实，市民感到闷热和高温、低气压、高
湿度不无关系。孔春燕表示，昨天气压相对
平日较低，还不到1000MPa，只有约990MPa，
再加上超过33!的高温，体感闷热是必然。
此外，昨天白天55%至80%的湿度相对较大，
也在一定程度上“ 助推”了闷热感受。

市气象部门提醒，这样闷热的天气，
细菌性食物中毒风险等级高，请特别注意
食品安全，同时市民需注意及时补充水
分，在家可适当开启空调、电扇等解暑，但

需谨防感冒。

能见度低 今天空气依旧轻度污染
“ 我的天是灰色”，从前天晚上起，

本市受轻度雾霾影响，空气污染指数急速
上升，雾霾元凶PM2.5更是超标3倍左右。
上海环境监测中心空气质量预报员王茜
表示，因污染物扩散条件不好，今天本市
空气质量可能依旧为轻度污染。

记者周五晚10点在松江大学城看到，
天空灰蒙蒙的一片，连相对较近的建筑物
都感到看不清，能见度相比平日里低了不
少。昨晚虽然比前晚好了些，但仍然让人
有种“ 没洗干净”的感觉。

王茜表示，8日晚间至昨天本市天气
系统处在很弱的气压场，加上昨天夜里风
比较小，东面吹偏东风，西面吹偏西风，使
得污染物有了累积。此外，因为夜里温度
较高导致“ 辐射逆温”，更加不利于污染
物的扩散。王茜预计，今天空气可能仍为
轻度污染，

今年入梅早？八字还没一撇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申城今天白

天多云到阴，云系较多，但受北方弱冷空
气和暖湿气流共同影响，夜里到明天有一
次降水过程。最高气温将有所回落，在
31!上下，而明天将出现阵（ 雷）雨，市民
外出请携带雨具。6月12日至14日降雨过
程结束，申城为阴或多云的天气。

这两天糟糕的体感不禁让市民怀疑：
上海是不是马上就要到黄梅天了？而昨日
有媒体称“ 本市今年入梅极有可能提前，
为十年来最早”，更是加重了这种想法。

但孔春燕表示，“ 入梅十年最早”纯
属谬传。记者了解到，本市常年入梅在6月
17日，而近10年来申城入梅最早的一年是
在2008年，为6月7日，去年上海也在6月10
日入梅。看来今年“ 赤脚赶路”也肯定不
会是最早入梅年了。

孔春燕说，典型黄梅天特点是“ 降水
多、湿度大、温度高、体感闷热”，而从气象
意义上来说，入梅前5天至少有3天的日平
均气温要≥22!，且需要有持续性降水，
或者几日里有明显的降水过程。“ 最近，南
方的水汽输送还没有形成长时间稳定的
雨带，因此本市6月15日前入梅条件尚不
成熟，因此目前本市还没有入梅。”

外国留学生
划龙舟劈波斩浪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一群金发碧眼
的留学生短打上阵，在龙舟上劈波斩浪一
展风姿。昨天，市教委、上海高校外国留学
生教育研究会在华东理工大学奉贤校区
通海湖举办第五届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
龙舟比赛。复旦、交大、同济、华东师大、华
东理工等21所高校的600多名外国留学生
参加此次活动。

随着上海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越来
越多的外国留学生选择来上海留学和深
造，为营造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和良好的
留学上海的文化氛围，以中国传统文化的
感染和熏陶外国留学生，几年来，龙舟赛
已成为上海高校间外国留学生最大的集
体活动，数以千计的外国留学生参与了活
动，并成为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系列活动
中公认的经典项目。昨天的比赛还吸引到
在华东师范大学参加外交官汉语研修班
学习的领事、外交官30余人观摩。

最终，海事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复旦
大学分获前三名。

劳务派遣成
劳动争议多发领域

本报讯 记者 卢燕 通讯员 汤峥鸣
日前，黄浦区法院发布年度劳动争议审判
白皮书，白皮书显示，去年该院共受理劳
动争议案件766件，同比下降13.35"。这
是自2008年《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该院劳
动争议案件收案数量连续第三年出现下
降。

值得注意的是，白皮书中指出，在收
案数量持续下降的同时，劳务派遣、非正
规就业等非标准特殊类型的劳动关系领
域仍乱象迭出，成为当前劳动争议纠纷的
多发地带。

据介绍，去年该院受理的涉及劳务派
遣的纠纷为88件，涉及非正规就业组织的
纠纷为34件。这一数字虽然在劳动争议纠
纷的总量中不足两成，但从劳务派遣机构
和非正规就业组织在社会经济组织中的
相对数量来看，纠纷还呈现多发态势。

针对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黄浦区
法院在白皮书中建议，进一步完善对非标
准劳动关系的法律规制。将非正规就业组
织纳入用人单位范围，提高其准入门槛。

如 果 要 说 入
夏 来 哪 天 日 子 最
难过，相信昨天的
体 感 让 很 多 市 民
印象“ 深刻”：闷热
难 耐 让 人 喘 不 过
气，空气轻度污染
能见度较低。不过
今夜将有一场雨使
得明天气温下降，
闷热体感到时候将
有所好转。

此外有媒体曾
报道，今年入梅或
10年来最早，但市
气象局首席服务官
孔春燕表示，近10
年来本市最早入梅
为6月7日。今年6
月15日前，入梅条
件尚不成熟。
本报记者 俞韡岭

申城天气炎热，路人吃冰激凌。 本报资料图 记者 贺佳颖 摄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 这是一门中
医绝活，需要的不仅是天分，更是后天的
努力。”谈起“ 非遗传承”，“ 朱氏一指禅
推拿”代表性传承人、复旦大学附属华东
医院推拿科主任———朱鼎成语气顿时高
亢了起来，“ 要是宝贵的祖国医学流派与
绝技一一失传，那太可惜了，将是一个无
法估量的损失啊⋯⋯”

推米袋每天需要几小时
“ 朱氏一指禅” 推拿疗法2009年被

收入本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1年又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虽然成功申遗，却任重道远。朱鼎
成医师说，希望能多渠道培养专业人才，
将这一推拿著名流派传承发展。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非常重视，院党委书
记、院长俞卓伟教授指出：“ 医院一直致力
于朱氏一指禅推拿疗法这一祖国宝贵文
化遗产的传承、弘扬、创新和发展，希望全
社会都来关注它，不要让传统医药这一奇
葩，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失传。”

朱鼎成说，习一指禅推拿须接受严格
的手法训练，持之以恒的，“ 推米袋”便是
练习“ 朱氏一指禅”的基本功之一。

在长8寸、宽4寸装满大米的口袋上，
每天坚持用大拇指推练数小时，直至将袋
中大米全碾碎，光这一项就至少需要练习
2# 3年。与此同时，还须每天练习“ 拿酒
坛”，将一只5斤容量的小酒坛放满水，用
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三指拿住酒坛颈部，
左右手交替提起放下，每天练习半小时以
上，也需坚持2# 3年。此外，还要练习易筋
经，三管齐下才能练就力透溪谷的功力。
朱鼎成医师的一指禅绝技也是如此练成
的，数十年不弃不舍而炉火纯青。

传承问题不容乐观
眼下，既要坚持临床治疗，又时要著

书授课的朱鼎成及其团队常常忙得不可
开交。“ 我总是希望鼓励更多的年轻人，特
别是大学生来学习这门医术，期许有更多
的专业人才共同弘扬中华医学，目前的情
况尚不乐观。”

“ 一指禅”推拿需要十年磨一剑，没

有坚强毅力往往难以胜任。因此，即便是
中医药大学推拿专业毕业的本硕生，到了
工作岗位后能坚守临床的也不太多，高质
量的中医治疗资源匮乏正是目前不容忽
视的现状。“ 我倒是愿意教，真心期待有志
学习者多一些。”朱鼎成感叹道。

沪将计划保护传承医药项目
作为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之一，本市计划在两年内通过整体策划、
全面宣传、收集整理、调查研究等多种方
式，促进上海市地区包括石氏伤科疗法等
13项非遗传统医药项目的保护和继承工
作。

据悉，上海地区的这13项非遗传统医
药项目具体包括石氏伤科疗法、六神丸制
作技艺、朱氏一指禅、陆氏针灸疗法、余天
成堂传统中药文化、敛痔散制作技艺、竿
山何氏中医文化、张氏风科疗法、顾氏外
科疗法、杨氏针灸疗法、伤科疗法（ 魏氏、
施氏、陆氏）。其中前四项已入选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四项为扩展项
目。

“ 朱氏一指禅推拿”传承无人
别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失传

市档案馆
开放第24批档案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上海的第一部
手扶电梯出自于南京路上的大新公司，大
新公司是四大百货中出现最晚的一家，因
此要在硬件上后来居上⋯⋯这是昨天市
档案馆宣布开放的第24批档案中所记录
的趣事。昨天正值国际档案日暨第六届上
海市档案馆日，至此，市档案馆已向社会
开放档案85万卷。同时，浦东、嘉定、金山、
闵行、黄浦、崇明等11个区县档案馆也向
社会开放档案2万2千多卷。

市档案馆这次开放的17592卷档案，
全文数字化率高达96%，时跨上世纪30年
代至80年代，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市人事
局、市教育局、市高教局、市体委、市文化
局、市粮食局、市建委等机关和市总工会、
共青团上海市委等社会团体以及上海第
一百货商店及其前身大新公司、大隆机器
厂、先锋电机厂、新沪玻璃厂、华联商厦等
知名企业的档案所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