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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强降雨正在
酝酿。最新气象资料显
示，今天起梅雨带在江
淮和江南北部之间摆
动，未来三天沿江和苏
南地区100—200毫米，
局部250毫米左右。对
于无锡来说，今明两天
多强降雨天气，雨量达
中雨量级，局部大雨到
暴雨。不得不说，今年
的梅雨真是个烈性子，
时不时就安排上大阵仗
的降雨，请大家及时做
好对短时强降水、雷暴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防

范。需特别注意防范山
区可能造成的小流域山
洪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
害，城乡需注意内涝和
在建工程的安全。

本周四将迎来端午
小长假，这个小长假天
气会如何表现呢？由
于假期前本轮强降雨
几乎都下完了，到了端
午假期雨水强度将减
弱，基本以多云到阴为
主，有时有分散性雷阵
雨。梅雨带南北摆动
不定，多多少少都有雨
来打扰，只是出现的时

间和地点都比较随机，
全看“梅姑娘”心情，建
议大家关注短时临近
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
好出行计划。

随着雨水“降档”，
未来气温将逐步上升，
预计26日起最高气温重
回30℃以上，加上空气
湿度大，高温、高热、高
湿的“三高”天气将频繁
出现，人体会感觉闷热
不舒适，有心脑血管、风
湿疾病的人群要特别注
意室内的空气流通。

（蔡佳）

本报讯 随着汛期到来，水
产养殖风险随之而来。近日，
国网宜兴市供电公司和桥供电
所工作人员在10千伏王母线
团结圩北站支线王母鱼塘公变
新装配电柜，为附近区域水产
养殖户提供电力保障。

宜兴境内湖荡星罗棋布，
水面资源丰富，水产养殖成为
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近年
来，宜兴渔户连年丰收，纷纷加
大投入，扩大生产。2019年到
2020年，仅宜兴和桥镇地区的
鱼 塘 养 殖 户 用 电 量 递 增
30%。为了满足水产养殖户用
电需求，国网宜兴市供电公司

和桥供电所主动建立鱼塘安
全防护网，在电网建设、故障
抢修等方面给予大力倾斜支
持。6月18日，该公司组织人
员在10千伏王母线团结圩北
站支线王母鱼塘公变新装配
电柜3只、计量表计4套，并配
套相应低压线路等。从受理
用电申请到送电，仅仅用了3
天时间，供电量也由原来的30
千伏安增到 98千伏安，增容
近3倍，提高了供电可靠率和
电压合格率，实现水产养殖用
电无盲区，彻底解决了团结圩
鱼塘用电“卡脖子”和用户“低
电压”的问题。 （何小兵）

本报讯（晚报记者 袁晓
岚）“梅姑娘”周六刚安顿了
一天，这两天又不老实了，淅淅
沥沥的雨水下个不停。自无锡
10日入梅以来，雨水始终赖着
不肯走，菜地里不少叶菜都被
泡烂根了，加上光照不足生长
放缓，地产蔬菜上市量速降，菜
农为此愁眉不展，马大嫂们也
明显感觉到本地菜涨价了。

“最近的菜怎么这么贵
啊！”昨天，马大嫂夏阿姨到菜
场转了一圈发现，细菜涨到了
三元多一斤，就连毛白菜也要
四五元。作为朝阳农产品大市
场本地菜的保供基地，石塘湾
菜农王远军说，前两年梅雨季
虽然大棚也有积水的情况，但
时间都比较短。今年不仅雨水
多且时间长，本月中旬以来连
绵不断的雨水对地产蔬菜的影
响很大，由于地里水汽饱和、蔬
菜长时间不见阳光，根系产生
厌氧菌，大棚内烂根烂菜情况
较严重。加上近期雨水多，打
了农药也很难吸收，病虫害较
往年严重一些。“像我们石塘湾
这边，地势较低，受影响较严
重，产量要减一半左右！”他告
诉记者，入梅前一棚鸡毛菜一
天可以采30-35筐，而现在顶
多只有十六七筐。目前除了空
心菜，其他叶菜的产量都受到
了明显影响。对此，长安菜农
谢师傅庆幸自己今年梅雨季改
种韭菜了，受到的影响并不
大。他说，眼下虽然韭菜卖不
起价，但都是露天种植，不像其
他大棚菜会被积水“淹”掉，加
上不用翻土耕地，省力不少。

无锡朝阳农产品大市场蔬
菜经理尤勇告诉记者，半个月
前无锡的气温一直较高，紧接
着又接连下了好几场大雨，对
本地菜影响很大，加之温度较
低蔬菜生长速度放缓，从而导
致了减产。入梅前，高峰时本
地菜上市量要达到450-460
吨，而最近速降到了380吨左
右，日上市量减少了七八十

吨。“上市量减少后，菜价明显
上升。”他告诉记者，入梅前蔬
菜上市高峰时，本地菜的批发
均价为1.3-1.4元，这两天已经
超过 2元了。在业内人士看
来，入梅前无锡的菜价低得有
些离谱，最近虽然涨幅明显，但
跟同期相比也还算正常。梅雨
季、伏缺期地产蔬菜均价在2
元左右还算正常。

在业内人士看来，今年和
去年甚至前年的梅雨季都不太
一样。去年入梅比较晚，雨水
较少，去年到了6月下旬才刚
进入本地菜的上市高峰，当时
的菜价也比较便宜，均价才1.3
元左右。去年、前年连续两年
梅雨季节都较短，雨水也不多，
因此去年、前年下半年无锡的
蔬菜价格都比较低且平稳。

今年一旦遭遇“加长版”梅
雨季，可能会对今年伏缺期本
地菜的供应造成影响。尤勇分
析说，未来15-20天的降雨情
况，决定了今年伏缺季的蔬菜
行情。由于梅雨季期间种不了
菜，梅雨一结束就入伏了。一
入伏气温升高，势必会抑制蔬
菜的生长速度。“主要还是要看
后期的雨量多不多！”业内人士
分析说，一旦降雨多，7月中旬
后本地菜的上市量会比去年、
前年少，菜价还会有进一步上
涨空间。就近几年梅雨季无锡
蔬菜市场的菜价来看，波动一
般不会很大，不过到了伏缺季，
整体均价可能会超过2.5元。

本地菜不足外地菜来补。
眼下，无锡蔬菜市场的外地菜
还算比较充足，批发均价也比
本地菜便宜，仅1.6-1.7元。目
前，整体的蔬菜均价在1.8元
左右。“一个礼拜前甘肃兰
州、云南菜就开始相继来锡！”
尤勇表示，15日左右本地菜上
市量明显减少后，就立即着手
组织云南菜等。他透露说，下
月初，还会组织大量的内蒙、
宁夏、张北等北方产区的外地
菜，从而确保伏缺供应。

昨天下午，一位市民行走在小三里桥运河畔。当天，锡城时阴时雨。据市气
象台预报，未来几天锡城又有雨，市民出行早做准备。 （陈大春 摄）

连续阴雨“泡”烂菜根愁坏菜农

本地菜比入梅前减产两成

汛期水产养殖风险大
宜兴电力保障到位

准备好“乘风破浪”
新一轮强降雨上线

自锡城入梅以来，天气的“水龙头”几乎一直处于拧开状态，雨量呈南多北
少。很多小伙伴感慨：最近看雨看到审美疲劳，雨声都听厌了。即使趁着不下雨
的间隙，遇上久违的阳光白云，但灿烂不过两天，很快又被雨水控制。经历了上周
“暴力梅”的连击，锡城的河湖水位持续上升，然而，“暴力梅”未走远，今天又要出
来“拍拍”你。

雨水连连气温宜人

上周一“梅姑娘”在
无锡“撒泼”，一场暴雨浇
得全城告急的场景还历
历在目。这周一早上起
床，看到的总算不是哗哗
啦啦的暴雨，这也是近段
时间以来天气相对平静
的一天。尽管白天依然
有雨打扰，但雨水都是小
打小闹，时下时停，总体
影响不大。由于昨天锡
城处于雨带边缘，以局地
阵性降雨为主，对于身处
不同地区的市民经历的
天气也不一样，雨量分布
不均匀，总体雨量不大。

到了下午，厚厚的云层遮
挡天空，但还是能感受到
躲藏在云层身后的太阳
在极力“探头”，并投射下
微弱的阳光。其实，梅雨
季就是这样，雨水下下停
停，就在你庆幸天空放晴
的时候，可能没过多久，
雨水又杀回来。

这些天雨水连连，
但温度还是很宜人的，
早晨最低气温在 20℃
左右，而白天气温小幅
回升，最高气温上升到
26℃左右，总体来说不
算太难熬。同时，最近

雨水多气温适宜，草木
们都滋润了，绿色开始
疯狂膨胀。不经意间会
发现，砖瓦、花盆，甚至
小路石子的间隙处长出
了浓浓的苔藓，城市里
多了一点“雨碧染苔衣”
的野趣。不过，这样的
温度体感在未来的一段
时间内不会太多了。随
着时序的推进，到了月
底我们就要跟 30℃以
下的日子说再见了，届
时气温将迈入“高温篇
章”，开启“地煮天蒸”模
式。

端午多云到阴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