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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高温热浪席卷
申城。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的数据，

昨天徐家汇站最高气温升至38.6℃，不仅

触发今夏第4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也刷

新了申城今年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

最近真的太热了！掐指一算，7月5日

以来，本市已连续4天出现高温天气，截至

昨天，今夏35℃以上高温天已有9天，其中

3天最高气温超过37℃。

入夏以来缘何高温长时间盘桓申城？

据上海中心气象台专家介绍，本市近日连续

高温是异常强悍的副热带高压所致。目前

副热带高压已在亚太中低纬度地区罕见地

贯通，因而包括上海在内的我国中东部地

区此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强、持续时间长。

未来10天，这股高温热浪不仅不会偃

旗息鼓，反而将“越烧越旺”。据预测，今天

起至下周末，本市最高气温都在37℃及以

上，且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较高，在30℃附

近。此外，午后更易出现雷阵雨，且分布不

均，短时强度大。白天炙烤加夜晚焖蒸，可

真是没给人们留出一点凉爽的喘息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高温炙烤模式下，本市

将于下周初迎来今年中考。记者昨天从市

气象局获悉，中考期间（11日至12日），本

市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午后有短时阵雨

或雷雨，极端最高气温预计出现在下周二，

最高可达39℃左右。

右图：在外滩观景平台上，小游客正在

用小电扇解暑。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中考期间极端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9℃

38.6℃！申城昨最高气温创今年新高

“呲……呲……”他的手中有团“火”：

焊条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化，焊枪口

处喷放出一朵朵火花。不一会儿工夫，粗

壮的钢筋被牢牢焊接在一起。

连日来，上海白天气温居高不下。在松

江区一处在建工地上，电焊工张友健正挥汗

如雨地忙碌着。他右手拿工具，左手扶稳，

对准焊接点，动作干脆利落。瞬间，火星飞

溅，随之一同落下的，还有豆大的汗珠。

把两根钢筋合二为一，看似简单，门道

不小。电焊工必须一丝不苟，死死盯住焊

接口，头也不能抬，以防出现半点差误。这

样的动作，对张友健来说，每天都要重复无

数次。

专注似乎能让人暂时忘却高温。气温

已超过35℃，钢筋表面长时间被阳光暴晒，

电焊机在运转中的温度也居高不下，加上工

作场景都在室外，为了防止晒伤或被钢筋烫

伤，电焊工工作时都必须戴着厚厚的手套，

穿上长衣长裤。这意味着，张友健要被一直

笼罩在四五十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中。

夏天干活要趁早。张友健和工友们早

晨6点就开工，那是一天里比较凉快的时

段，阳光不算猛，偶尔会吹来阵阵清风，他

们拎着1500毫升的大水杯来到工地。

“这几天，每天至少要喝三大杯水。”在

休息时，他打开水杯一饮而尽，然后又到工

棚里装满水带在身边。为避开最热时段，

他们在11点就提前收工。临近午休时分，他

的衣服早已全部湿透。“下来吧！”听得工友一

声吆喝，张友健关掉电焊机，收拾好工具，顺

着竖梯回到地面。

吃完饭，洗把脸，随即回到住处，张友健

换下两公斤重的工作服，拿到太阳底下暴

晒。“这样就不用洗了，下午还能穿。”

下午3点左右，太阳晒得人睁不开眼，

脚手架上更是一股接一股的热浪吹过。张友

健收拾好装备，移步操作台，继续开始工

作。眨眼间，安全帽的带子就被汗水浸透

了，汗珠顺着岁月的纹路滑到眼睛边，他用

湿毛巾擦了擦。每天出工前，他都会用凉水

涤一条毛巾挂在脖子上。毛巾很快吸满了

汗，他便脱下手套拧了拧，不经意间露出了

手背上的一块褐色疤痕以及几处稍小的疤。

看有人盯着，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这些都

是电焊火星灼伤的疤，都是以前的，已经不

碍事。”言毕，他迅速收起笑容，和身边的

工友一样继续埋头干活。

炎炎烈日，挡不住劳动者奋斗的脚步。

环顾工地现场，建设者们驾吊车、铺路面、装

管网，为了赶工期、保项目，坚守岗位。

面对高温天气，项目团队采取了一系列

防暑降温措施，确保高温下现场人员的健康

安全。在施工现场，布置了凉亭并准备了饮

用水供现场人员休息和补充水分。同时，利

用洒水车定期洒水，尽可能降低现场施工环

境的温度。还采购了藿香正气液、矿泉水与

盐汽水，为一线员工带来酷暑里的一片清凉。

电焊工人：焊花飞溅，与“火”缠斗保工期

上海连续多日高温，52岁的王飚一大

早就坐进维修值班室，进入“备战状态”。

他已近半个月没回家了。作为永业集

团下属上海永善建筑保养工程有限公司第

九责任区经理，他带领的班组专门负责电

线烧坏、频繁跳闸、雨篷损坏等“便民小

修”。虽说“小修”，但王飚知道，这是“燃眉

之急”：“大热天用到的电器多，老公房特别

容易出现这类情况，高温又会放大居民的

焦灼。”所以每当热线电话响起，王飚就快

速调度资源，立即带领班组冲出去，随叫随

到，尽可能早一点到现场。

王飚所在的公司，负责黄浦区4个街

道、129个小区、将近240万平方米的7922

幢直管公房的维修工作。“最多的时候，一

天接到近200个报修电话，平均隔个3分钟

就有居民打进来”。

昨天下午，他与水电工庄惠军赶到瞿

溪路904弄某户的电路故障现场。居民家

里断了电，狭小的空间气温直逼40度。入

内，王飚定了定心，面对着满屋如蜘蛛网般

凌乱的电线和数不清的插座，开始耐心地

抽丝剥茧般一根根电线仔细检查，两人奋

战半个多小时，排除电路故障，同时将屋内

老旧电线、插座更换一新，消除安全隐患。

“这还不算难。”王飚说，“前几天还有

打着手电在黑暗中仔细排查的呢，都给老

百姓顺利解决了。”

但他愁的是“自个儿不够用”，往往前

脚还没踏出门，另一户居民的报修电话又

接踵而至，他伸手一抹脸上的汗，又赶往下

一处。

在作业员工排查电路故障的档口，52

岁的房屋查险班组经理沈菊平也没闲着。

下午3点刚过，太阳正烈、暑气未消，他们

班组12位队员已经出发了。手持摄录仪、

手电筒、记录本，两人一组穿梭于里弄间，

“火眼金睛”逐一排查每栋房屋外立面挂架

是否松动、檐口装饰是否牢固、内部墙面是

否破损开裂、房梁有无断裂等易发高发隐

患，用经纬仪等红外线测量设备检测结构、墙

体是否存在肉眼不可见的倾斜，用胸前佩戴

的摄录仪记录、备份整个查险过程。

在瑞金二路400号，沈菊平发现檐口有

高坠隐患。他们立刻借助升降梯，排除檐口

危险。还有需要搭脚手架的时候。此前在思

南路115弄老公房，队员们发现四楼阳台栏

杆胀开需要修理。但由于弄堂狭窄，又有雨

棚等遮挡，只能徒手现场搭脚手架。烈日下，

脚手架就搭了一个多小时。搭完已是中午

11点多，他们又赶着修理，等排除险情，全身

上下已完全湿透。

任务修好了，人还不急着走。沈菊平总

要留下来再看看——维修效果怎么样？是否

还存有其他隐患……这是他的坚持。

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永善查抢险班组

已基本完成第一轮管理区域内7922幢直管

公房、780幢私房、1807只平顶洞的全覆盖检

查，处置隐患13处，排除外围隐患125只，7

月底还将进行第二轮检查，“只要老百姓有需

要，我们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老房抢修员：一天接近200个报修电话

头顶烈日、脚踩130℃的沥青路面，在

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记者昨天在浦东新区申江南路看到，养护

工人们踩在沥青路面上，一台沥青摊铺机

在前面开过，沥青混合料从摊铺机上被均

匀洒出，一条黝黑的路面便生成了。此时，

地面就像“铁板烧”一样热气蒸腾。

为何要在高温天进行路面养护？据介

绍，每年夏天恰逢台风多发，高温会造成沥

青发软、变形，雨水又会沿着路面缝隙浸入

基层，再加上车辆不断通行，加大了对路面

损害，车辙、坑槽和龟裂等“病害”高发，所

以要加强养护。

与此同时，沥青中含有水分，需要高温

促进蒸发，所以夏天就成为道路养护的最

佳时机。但对养护工人来说，这也是工作

环境最为艰苦的季节。根据上海市道路运

输事业发展中心统计，全市有约3万名道

路养护工人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城市

正常运行作出贡献。

“沥青混合料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在

160℃至180℃之间，因此，路面摊铺动作一

定要快。”上海浦东公路养护建设有限公司

沥青摊铺组组长孙雅文解释，“沥青混合料

要在规定的温度区间内摊铺，才能保证成

型后的路面符合各项性能指标。”

沥青铺开以后，压路机紧随其后，对路

面进行反复压实。此时，压路机第一遍碾

压后的路面温度已超过130℃。孙师傅和

十多名工友要不断在刚铺设的沥青路面上

走动，观察压路机压过后路面的压实度，发

现不够平整的地方，就要再放上一些沥青

继续压实。

摊铺机旁工作的工人，离沥青混合料

最近，也是最热的。“机器操作难免有缝隙，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人工把沥青材料填满，

再让压路机压实，路才算铺好。”孙师傅挥

着铁铲，不断填补缝隙。他表示，每天要在

滚烫的沥青路面上走万余步，所以尽管在

鞋子里垫了两层鞋垫，但还是感觉烫脚，

“这几天确实热，一天要喝十多瓶水，衣服

都会湿透”。记者在沥青路面上才走了几

步，就感觉不只是脚底板发烫，连小腿都有

灼烧感。10分钟不到，就已是汗流浃背，

但工人师傅们却要在这样的环境下连续工

作2小时。

上海浦东公路养护建设有限公司工程

管理部副经理付向荣介绍，本次专项养护

是对申江南路进行“病害”整治，对路面问

题进行集中修复，进一步提高行车舒适度，

预计将于本月中旬结束。

道路养护工：130℃沥青上垫两层鞋垫还烫脚

新华社广州7月8日电 （记者马晓
澄 洪泽华）2022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大会8日在广东汕头开幕。会上发布的

多份数字经济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数

字经济规模继续快速增长，数字经济已

经由经济的组成部分转变为经济发展的

引领力量。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 （2022年）》，

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

元，同比名义增长16.2%，占GDP比重

达到39.8%。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

地位更加稳固、支撑作用更加明显。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

介绍，2002年到2011年，中国数字经

济增速低于同期GDP平均增速，数字经

济仅仅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2012年以

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不

断提升，数字经济年均增速显著高于同

期GDP平均增速，已成为支撑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

布的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

洞察》 显示，中国已经成为数据量最

大、数据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预

计到2025年，中国数据总量全球占比

将接近30%。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张立说，数据显示中国的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融合成果逐步凸显。未来随着传

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效率提升业

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推动数字经济整体

规模持续增长。

“整体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在保持规

模高速增长的同时，正向基础更牢、结构

更优、动力更足方向迈进。”张立说。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在

会上发布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研

究报告》。该所副所长王蕴辉说，从数

字产业化指标来看，通信产业是数字经

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从数字基础设

施指标来看，新基建、数据要素和相关

辅助企业是高速增长的来源。此外，中

国的数字人才指标也取得了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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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二十

一次委员长会议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

长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作的

关于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主要问题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主要问题修改情况的汇报。

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对上述法律草案进行了审议。会议要

求，要进一步广泛听取各方面对上述法律草案的意见建议，并予

以修改完善。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明、张春贤、吉炳轩、艾力更 ·依

明巴海、万鄂湘、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

维华，秘书长杨振武出席会议。

栗战书主持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委员长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韩正8日在北京通过视频方式同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蒂

默曼斯举行第三次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

韩正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与欧洲领导人以视频方式

举行会见，强调中欧要继续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

性合作，为双方深化相关领域合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应充分利

用高层对话平台，进一步落实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推动中欧

绿色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韩正指出，中国坚定不移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将从国情实际

出发，扎实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积极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发展，大力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中方愿与欧方进一步加强政策规划协调对接，提升

技术创新合作水平，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环境

保护等领域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中方赞赏欧方在全球环境和气

候治理中发挥的积极领导作用，愿与欧方继续共同推动《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取得务实成果。中

方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期待与

欧方共同推动达成既具雄心又平衡务实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贡献。

韩正同蒂默曼斯举行
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

推动中欧绿色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史博臻

■本报记者 张晓鸣 通讯员 邱佳

■本报记者 王宛艺

（上接第一版）

龚正指出，今年以来，面对疫情严重冲击，全市上下克服各

种困难挑战，经济运行逐步回归正常，呈现回稳向好的积极态

势。要高度重视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更要看到上海

经济在疫情冲击下展现出的较强发展韧性。三季度要聚焦目

标、聚力重点，千方百计稳定经济增长。要明确目标，各项目标

任务都要锚定高标、能多则多，各项举措都要远近结合、抓紧当

前。要明确任务，通盘考虑供需两端，统筹协调浦东新区、中心

城区、郊区“三大区域”，聚焦重点产业、重大项目、重点区域、重

大活动持续发力。要明确机制，完善稳增长的调度机制、专班机

制、联动机制和反馈机制，及时协调解决重点问题，形成稳增长

合力，更好回应企业关切。要围绕今年市政府总体目标，各项工

作都要加大力度，迎头赶上，确保按期高效完成。

龚正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夏季高温期、生产建设高峰期，

安全形势严峻复杂，要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更好

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市领导吴清、张为、郭芳、舒庆、彭沉雷、陈群、宗明、刘多出席。

围绕全年目标全力赶进度破难题

（上接第一版）同时加强“辐射”，以上海展览中心为核心，充分发

挥南京西路沿线商业“世界橱窗”的优势，支持更多国际品牌、中

国品牌在静安开展新品首发、时尚首秀、先锋首展、艺术首演等

系列时尚前沿活动，提升首发经济生态链辐射效应。也将推动

国际大牌与本土品牌双轮驱动、时尚体验与创意设计同频共振、

品牌跨界与商圈场景相互赋能，全方位提升静安区首发经济整

体优势和综合效应。

做强首发经济，
南西商圈再添四家高能级首店

养护工

顶着烈日、

脚踩滚烫沥

青，一丝不

苟养护路面。

王雨青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