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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在距离8月份还有一周
时，今年的首个高温日终于降临申
城。昨天，在火热阳光的助威下，徐
家汇最高气温一路飙升到了36.5℃，
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就此诞生。而最
新预报显示，虽然高温姗姗来迟，但
气势丝毫不弱——工作日天天是高
温，极端最高有望达到37-38℃！气
象部门提醒市民注意做好防暑降温
措施。

最高温攀上36.5℃
昨日连发三预警

刚刚过去的这个双休日，申城接
连两天热力四射。不过，周六尽管部
分区县达到了高温线，但徐家汇最高
气温止步于34.5℃，并没有触及高温
线。昨天一大早，阳光准时光临申
城，全市最低气温都在27℃上下，徐
家汇最低气温为26.7℃，为气温攀升
打下了“高起点”的基础。为此，上海
中心气象台早晨5点就发布了高温
报告，11点22分又发布了高温黄色
预警信号。

而白天，在火热阳光的照射下直
线飙升，，中心城区徐家汇最高气温
达到了36.5℃，成为今年夏天的首个
高温日；区县中，除宝山和奉贤未达
高温线，其余区县的最高气温均在
35℃以上，其中最高的闵行也是

36.5℃。
在高温的同时，昨日申城继续有

雷雨，14点37分气象部门发布雷电
黄色预警。不过，白天的降水极不平
衡，午后对流云团所及之处让浦东到
奉贤一带出现短时强降水，其中，14
点到16点浦东惠南镇倒下近74.2毫
米的雨，一小时最大雨强达到53.3毫
米/小时，但同时另一边天空却大多
是艳阳高照。

临近傍晚，新一波降水生成，中
心城区等地雷声阵阵，部分区域又出
现了降水，为此上海中心气象台16点
43分又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开启“烧烤”模式
本周天天高温

姗姗来迟报到之后，本周高温天
将“赖”在申城不走了，本市也将开启

“烧烤”模式。气象部门表示，今天起
副热带高压将明显西伸加强，申城本
周处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地面为南
到西南风，将迎来一段晴热为主的天
气，几乎天天是高温，极端最高气温
或达37-38℃。

其中，周一、周二最高气温在
35-37℃，午后仍可能伴有强对流天
气；周三以后副热带高压进一步加
强，本市将转为晴热少雨的天气，最
高气温可达37-38℃，由于相对湿度
较大，体感较为闷热。市民要注意做
好防暑降温措施。

申城的气温逐步升高，闷热的天

气容易引起心情烦躁。个别驾驶员

则因“情绪中暑”促发路怒症，为争道

抢行而大打出手，甚至故意撞击他人

车辆，严重危及公共安全和交通秩

序，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2015年6月2日21时30分许，市

民蔡先生驾驶自备车接完刚下晚班的

妻子一同回家。当行驶至青浦区华新

镇新凤南路凤中路路口时，行驶在蔡

先生前方的轿车突然急刹，并在路口

掉头。由于雨天视线不佳，当蔡先生

发现时，自己驾驶的轿车已快要撞上

前车。蔡先生只得采取紧急避让措

施，避免了事故的发生，但心有余悸的

蔡先生放下车窗，对着前车嘟嚷起

来。然而，蔡先生的这一举动，却激怒

了前车驾驶人及乘车人。前车驾驶人

郭某随即驾车追赶，在华重公路口将

蔡先生驾驶的车辆逼停后，伙同同车

人员康某、郁某对蔡先生进行殴打，造

成蔡先生全身多处外伤。青浦公安分

局凤溪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将涉事双

方传唤至派出所。目前，犯罪嫌疑人

郭某、康某、郁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

青浦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青浦公安提醒，驾驶员要学会控

制自己，遇事要冷静处理，切莫因此

引发“路怒症”而大动干戈。

青年报记者 马鈜

申城进入高温模式，市民纷纷选

择孵空调、吃冷饮来躲避酷暑。昨天

记者从沪上医院了解到，和之前天气

凉爽有关，今年以来出现中暑现象的

市民明显减少。但是专家提醒市民，

千万不能贪图一时凉快，市民还需谨

防“阴暑”伤人。

仁爱医院中医康复科主任刘建国表

示，夏天毛孔张开，适当的出汗可以排出

体内的湿热，身体反而更舒服。如果过

度贪凉，整天呆在空调房里，体内暑热排

不出去，人反而会不舒服：乏力、头痛、四

肢酸痛。这种症状，也是中暑，叫“阴

暑”，“阴暑症”的致病原因不单纯是暑

邪，还兼有寒、湿，所以发病较缓、病程较

长。因此，治疗“阴暑症”关键是要驱寒

祛湿，可以用生姜汤、藿香正气水驱出体

内的寒气和湿气。

此外，刘建国建议市民吃跟身体温

度接近的食物，即使是炎热的夏天，也不

要吃过凉的食物，更多是为了不伤脾

胃。身强体壮的健康人，消暑的寒凉食

物应少吃。对于亚健康人群和体虚的老

人、小孩来说，最好不吃寒凉食物。 专

家建议，夏季可以喝点姜茶。俗话说“冬

吃萝卜夏吃姜”。生姜性辛温，有散寒发

汗、化痰止咳、和胃、止呕等功效。

此外，市民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中

午要尽量避免外出，外出要尽量打伞。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36.5℃！ 今年首个高温日昨日露脸

本周申城开启“烧烤模式”

炎炎夏日，尤其要防范“路怒症”

天气闷热，市民在人民广场喷泉感受清凉。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适当出汗有好处！谨防“阴暑”伤人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50岁的桃农杜启明从
来没想过，田地里的南汇水蜜桃会成
为他“甜蜜的负担”。成百上千的桃
子采摘后，因为没有销路，只能眼睁
睁地随着越来越热的天气烂成泥。
恰恰是网络上的一篇阅读量过万的
文章，解救了他，让桃子们暂时得以

“起死回生”。
这两天，一篇《水蜜桃送也没人

要 南汇桃农要哭了》的文章在网上
红了起来。称在16号线新场站附近
的蒋桥村二组，有一位年近半百的老
桃农说：“只要你们愿意来，我免费摘
桃子给你们吃。吃掉总比烂掉好。”

根据文中所述，12年前，从山东
带着全家来上海的杜启明在新场镇承
包下了这片果林，经过三年的培育，终
于到了桃子结果丰收的时节。前几
年，老杜的桃子不愁卖。可今年的情
况，让老杜一下子傻了眼。眼看到了
大量水蜜桃成熟上市的季节，近4万斤
桃子只卖出去五六千斤。桃子不像别
的水果，十分娇嫩，成熟了即使刻意不
去采摘，在树上也一样挂不住。

老杜的故事引发了网友们的同情，
这两天，趁着周末，不少人驱车赶到南
汇，购买老杜的水蜜桃。而他也践行了
最初的承诺，现场可以免费吃桃子。

记者昨天联系到老杜时，他正在
田间忙活。直到天黑后才有空接受
采访，连声音都嘶哑了，十分疲惫。

老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往桃
子卖得好，一亩地的收益达到一万五
六，甚至将近2万。一亩地的成本是
4000~5000元，今年要保本都很难。
桃子采摘一个小时的人工要十块钱，
种桃子夫妻俩一年也投入了五六万
元，如果卖不掉，12亩桃子的损失可
能要超过10万元。后期还有一万多
斤桃子没卖掉，销售压力很大。

“现在的经销商、合作社开始走电
商路线。目前的境况，我只有靠零售，
但我对网络一窍不通，这可如何是
好？”老杜一脸愁苦。

有趣的是，不懂网络的老杜恰恰
是因为网上的这篇文章，才遭遇了绝
处逢生。这两天，慕名而来的网友成
群结队地来。老杜忙坏了。“我一点
不嫌烦。打电话来，开车来的都是来
找我的，我感激还来不及。”

周一

28-36℃
雷阵雨

转多云

周二

28-37℃
晴

周三

28-37℃
晴

周四

28-37℃
多云

[提醒]

销量普遍不佳 天气渐渐变热
上千斤水蜜桃烂成泥 桃农“欲哭无泪”

[第一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