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持续的高温天气过程，在无
锡大地上演了长达 12日的炽热篇
章。它以“起跑早、耐力足、火力猛”
的鲜明特征，刷新了同期高温持续时
长的纪录，让市民深切体会了今夏的
严酷“烤”验。

回望这12个昼夜，无锡经历的
高温过程堪称“耐力与烈度的双重考
验”，其特点之显著令人印象深刻。

今夏高温的“号角”在6月17日
就已提前吹响，较常年同期明显偏
早，初步显露其不同寻常的态势，为
后续的“持久战”埋下了伏笔。待到6
月26日，高温势力完成集结，强度与
范围骤然升级，无锡自此被正式纳入
本轮持续性高温天气的核心控制圈，
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炙烤模式。

真正令人咋舌的是其超长的“待
机”时间。气象监测数据显示，从6月
26日直至昨日，无锡最高气温已连续

12天稳稳站在35℃高温线之上，无一
日中断。如此稳定且持久的高温天
气，在无锡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同期（6
月下旬至7月上旬）实属罕见，刷新了
该时段连续高温日数的历史纪录。

高温不仅持续时间长，其火力之
“猛”也是逐步加强，特别是7月初
38℃的高温集中爆发。7月3日至7
月6日这四天，无锡的最高气温出现
罕见的“38℃+”四连击，热浪滚滚，阳
光毒辣，户外体感温度更是远高于实
际气温，“烧烤”模式达到高潮。7月
6日，无锡最高温达到38.8℃，局部站
点甚至突破40℃大关，将本轮高温的

“火力值”推向了顶峰。这种后期强
度持续加码的特征，进一步凸显了本
次高温过程的极端性。

气象部门人士分析指出，造成此
次高温“马拉松”的“罪魁祸首”是异
常强盛、庞大且位置稳定少动的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系统。
往年，无锡此时还在“梅姑娘”的

控制下，但今年无锡提前结束梅雨季
节，再加上今夏冷空气偏弱、西北太
平洋台风生成偏少且强度弱（如台风

“蝴蝶”未影响无锡），未能打破副高
稳定态势。

副热带高压全面掌控天气舞台，
如一个巨大的、持续燃烧的“暖锅
盖”。这个“暖锅盖”长期牢牢覆盖在
包括无锡在内的江南、江淮地区上
空。

在其绝对主导下，下沉气流盛
行，有效抑制了云层的生成与发展，
使得无锡持续处于晴空少云的状
态。

强烈的太阳辐射毫无遮挡地直
射地面，热量不断累积却无处消散。
同时，副高内部干燥的空气属性也导
致降水稀少甚至绝迹，无法通过雨水
蒸发来缓解高温。

多种因素叠加，最终促成了强度
大、范围广、持续时间超长的高温天
气。

就在市民对高温的忍耐力接近
极限之际，气象意义上的转折曙光终
于显现。受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影响，
从今天开始，一轮明显的系统性降雨
抵达无锡。气象部门人士指出，此次
降雨将通过蒸发吸热效应和云层遮
蔽阳光的双重作用，强力打压居高不
下的气温。

从今天开始，无锡最高气温将出
现“断崖式”下跌，直接从昨日的近
37℃暴跌至31℃上下，降温幅度可达
6℃至7℃。更为喜人的是，这种清凉
并非昙花一现。根据预报，未来几天
（9—11日），在降雨和云层的持续压
制下，无锡最高气温将在 30℃至
32℃之间徘徊，最低气温也将回落至
25℃至26℃。这意味着，自6月26
日以来连续12天维持在35℃以上的
高温线将被彻底、有效地“击穿”，高
温天气宣告阶段性结束。

（晚报记者 陈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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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浪袭人之下，仍有建设者在与高温
赛跑，用汗水浇筑城市交通动脉，演绎着烈
日下的“速度与激情”。近日，记者来到中
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的锡暨大
道（新锡快速路北延）施工现场，百余名施
工人员正热火朝天地施工，打磨焊缝、切
割、焊接、涂装……蒸腾的暑气顺着脚底向
上蔓延，工人们在灼热骄阳下依然干劲十
足。

上午9点，施工现场已是一派繁忙。
登上10米高的高架桥，只见一双戴着棉手
套的手扣住滚烫的铁板，配合双脚奋力一
蹬，焊工戚红星从箱室中探出头来。“箱室
空间相对封闭，风吹不进去，全靠两台鼓风
机呼呼吹着，空气才能流通，天气越热越像
蒸桑拿。”负责打磨焊缝的他，作业空间就
在高架桥上狭小的钢混叠合梁箱室内。他
熟练地上下腾挪，每隔一段时间便要出来
歇会儿。同事递来一瓶刚发的盐汽水，他
咕咚几口便喝了大半，脸上细密的汗珠顺
着脸颊滚落在地面上。

“脚底温度得有50多摄氏度，周围更
是高达七八十摄氏度。”工人李庚主要负责
切割作业，飞溅的火花将周围的温度烘得
更高。刚切割完一块钢板，李庚身上的薄
T恤就被汗水浸得透亮。“早上4点半我们
就开工了，这样可以避开最热时段。”他准
备回宿舍休息，“回去得喝碗项目部准备的
绿豆汤缓一缓。”

针对持续高温，市建管中心也作出相
关部署，要求建设方严格作业时间管控，
35℃至37℃时采取错时、轮换作业；37℃
至40℃时，室外露天作业全天累计不得超
过6小时；同时要求作业场所配备充足的
降温饮品、解暑药品，及时调整不适宜高温
作业的人员岗位。

（陈钰洁）

昨日凌晨 4点的鸿翔卢妈
妈生态农场，露水还凝在白凤桃
上，40余名工人已踏着晨曦钻
进果园。“咔嚓”一声脆响，带着
晨露的桃子被轻轻地放进周转
箱里，这是他们与高温赛跑的
开始——当城市还在沉睡，这群
田间守望者已经开始了一天的
劳作。

“凌晨 4 点起床，4 点半开
工，6点半收工吃早饭。”农场负
责人卢凤梅的话语里，藏着夏日
农耕的生存智慧。在连续的高
温天里，工人们把一天的重活都
塞进了凌晨那几个小时。周转
箱很快满了，他们弓着腰穿梭在
15亩桃林间，汗水顺着草帽的系
带往下淌，每个人的衣裳后背都
洇出了深色的印记。

日头升起，吃过早饭稍事休
息后，运输车队的武广伯将采摘
好的桃子一摞摞装上运输履带
车，交由工人们转战室内车间。
分拣台上，刚运回来的桃子被一
个个平放在地毯上，工人们戴着
薄手套，去除桃袋、剔除伤果，称
重后按大小规格分装进礼盒
中。一旁，折盒工陈晓慧的手指
翻飞，硬纸板在她手中转眼变成
一个个硬挺的包装盒，额头上的
汗珠不时滴落在纸板上，晕开小
小的湿痕。“上午必须把300多
箱订单赶出来，下午太阳毒，干
不了活。”卢凤梅边说边给工人
们递上冰镇绿豆汤，车间里的空
调源源不断地吹出带着桃香的
凉风。

午餐时分，食堂里飘出阵阵
饭菜香。除了三菜一汤外，不锈
钢桶里的绿豆汤、凉拌黄瓜、蜜

番茄、凉粉等凉菜最抢手。饭
后，每个工人各领到一瓶冰镇饮
料，有人坐在树荫下慢慢喝，有
人回到宿舍打个盹。“宿舍有空
调，这是最好的福利。”采摘工王
玉兰抹了把脸笑道，她随身的帆
布包里还装着农场发的毛巾和
清凉油，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
是对抗暑气的“常规武器”。

下午3点多，卢凤梅的车里
装满了货，水蜜桃、葡萄礼盒和
各种蔬菜筐码得整整齐齐，每层
都垫着冰袋。送货路上，她的手
机不断响起，有询问黄桃成熟时
间的，有追加番茄订单的。

下午4点，暑气未消，户外温
度依然超过38℃。老唐等几名
工人正在合力拉开黑色的遮阳
网。“一般早上8点前让作物晒会
儿太阳，之后就得拉上遮阳网，
不能让太阳一直烤着，下午4点
后再把网拉开。”老唐解释道，这
是给露天作物“撑伞”的学问。

“这么热的天全靠人工干活

肯定吃不消，所以这些年农场的
硬件陆续在升级。”卢凤梅指着
连栋大棚说，只需按动开关，棚
上的外遮阳网便能自动开关，省
了不少人工。

但更多的时候，对抗高温还
是要靠最朴素的坚持——给运
输箱加冰袋，让刚摘的桃子在配
送路上保持清凉；在蔬菜大棚门
口挂起湿麻袋，利用蒸发降温的
原理给进棚的工人“预冷”。

晚上7点，随着最后一车货
被拉走，车间里的灯光渐渐熄
灭。卢凤梅坐在办公室里安排
第二天的订单，墙上的日历标
着密密麻麻的记号：哪天摘葡
萄，哪天收哈密瓜，哪天给玉米
追肥。

夜色渐深，农场渐渐安静下
来，只有虫鸣和偶尔的浇水声在
田埂间流淌。当第二天的第一
缕晨光出现时，这里又将响起熟
悉的采摘声。

（潘凡/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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