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夏节气已至
夏天还有多远

本报讯 4月以来全市各地出现
不同程度旱情，对小麦灌浆结实造成
不利影响。5月5日，我市紧抓有利
气象条件进行人工增雨缓解旱情，
市长赵建军冒雨带队深入田间地
头，检查调研小麦生产及耕地保护
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
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和市委
工作要求，抢抓农时精心组织小麦
生产，奋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接续
实施耕地保护“三提两严”行动，持
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市领导许
峰、马良，市政府秘书长陈寿彬参加
调研。

雨中的锡山太湖水稻园小麦示
范方内一片生机勃勃。赵建军走进

田间俯身察看小麦长势，与农技人
员深入交流沟灌洇水、灌溉频次和
叶面肥喷施等举措落实情况，并来
到园区农机库实地查看联合收割机
和粮食烘干设备。他指出，要扎实
做好小麦抢收各项工作，确保夏粮
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同时加快推进
耕地集中连片整治，扩大高标准农
田建设规模，科学规划渔业养殖和
蔬菜种植，更好促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在江阴祝塘镇石堰村，连片麦
田长势喜人。赵建军认真听取当地
耕地整治恢复和布局优化、高标准
农田建设等情况介绍，要求有关方面
进一步摸清底数，多措并举促进耕地
数量恢复增加、布局集中连片、质量

产能提升，力促“小田并大田”“劣田
变良田”，确保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一亩不让，牢牢守住耕地红线，打牢
粮食生产基础。

赵建军还来到市气象局预警中
心，详细了解本次降水过程和近期
气象预报，听取相关工作汇报。他
说，当前正值小麦灌浆、产量形成的
关键时期，要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
第一道防线作用，着力提升预警服务
的及时性、精准性和协同性，全力做
好抗旱防涝准备，为小麦丰收提供坚
实保障。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全力支
持气象部门加大新技术、新设备投
入应用，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升强
对流等极端天气防范应对能力，推
动各项工作始终走在全省前列。

赵建军在检查中强调，各地各有
关部门要始终把粮食生产摆在重要
位置，层层压实责任，细化工作举措，
统筹做好田间管理、气象灾害预防、
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千方百计夺取
夏粮丰收，抢前抓早谋划水稻育秧，
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
一起抓，打造更高水平的新时代鱼
米之乡。特别要把耕地作为粮食生
产的“命根子”，扎扎实实、踏踏实实
推进“三提两严”行动，进一步净增耕
地数量、优化耕地布局，建设更多高
标准农田，让每寸耕地都成为丰收沃
土，让大国粮仓根基更加稳固，从源
头上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陈菁菁）

进入5月以来，天气一直很给力，
从劳动节到青年节，每天都是阳光明
媚。假期最后一天，我们在雨水和气温

“跳水”中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七
个节气——立夏。这是夏季的第一个
节气，也是标示万物进入旺季生长的一
个重要节气。

回顾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每
天都是晴好模式。假期前半段气温偏
高，2日的最高气温达到31.4℃，3日开
始气温逐日下降，但太阳一晒，市民游
客们还是选择短衫短裙上阵。假期最
后一天，锡城迎来了一波久违的降水，
全市普降中到大雨，下午雨止转阴到多
云。受雨水和冷空气打压，温度“一落
千丈”，降至近一个月以来最低，午后最
高温度仅20.6℃。不少市民表示，自
己又把刚刚收好的外套翻了出来。

今明两天锡城天气转好，最高气温
在27℃～28℃之间，最低气温保持在
15℃左右。本周四起至周末，我市还
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届时气温将再次
下降。

4月，“温暖”和“少雨”无疑是关键
词。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锡城4月的
月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气温、气温日较
差、日照时数均为历史同期最高或最

多，月降水量和雨日均为历史同期最
少，也就是说，4月的锡城有6项数据同
时刷新了纪录。具体来看，4月平均气
温19.8℃，比常年同期偏高3.8℃；气温
日较差12.5℃，比常年同期偏大3.2℃；
4月降水量10.4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
74.1毫米，≥0.1毫米的雨日3天，常年
是10.5天；月日照时数231.5小时，比
常年同期偏多60.5小时。

气象部门人士表示，今年以来，我
市降水较常年偏少7成左右，为无锡
地区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最少。受其
影响，从今年年初开始，无锡气象干旱
露头并持续发展，4月20日起达到特
旱等级，对农业等行业造成了较为严
重影响，10厘米土壤相对湿度小于
60%的区域面积进一步扩大，部分地
区不足40%。尤其是无锡北部和江阴
自3月下旬以来持续无有效降水，加
之气温偏高明显，旱情不断发展，可能
降低小麦穗粒数和千粒重，影响最终
产量形成。从目前预测来看，预计5
月全市气温偏高2℃～3℃，降水偏少
2～3成。

为有效缓解旱情，昨天凌晨，市气
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队伍共发射
人工增雨火箭弹12枚。气象部门人
士表示，人工增雨并不是人工降雨，人
工增雨可以适当提高降水效率。数据
显示，本次人工增雨作业后，无锡市区
累计降水量超过10毫米，最大降水量
21.9 毫米，平均降雨量多于周边地
区，增雨效果明显，有效缓解了旱情，
降低了旱情等级。“根据预测，5月还
有3次降水天气过程，我们会紧抓作业

时机，及时充分开展人工增雨作业。”相
关人士说。

昨天正式进入立夏时节。从今
年的入夏进程看，我国夏季最北已经
抵达河北南部，明显快于常年，和无
锡同为长江流域的杭州也已在昨天
官宣入夏。那么，无锡何时会入夏？

当连续五天的滑动平均气温大
于或等于22℃，就达到了气象学意
义上入夏的标准。记者从市气象台
了解到，本来锡城有望在“五一”期间
入夏，但前三天的实际气温比预测温
度更低，再加上昨天我市温度大幅回

落，使得滑动均温有所下降，暂时不
符合入夏标准，入夏时间还得往后延
一延。据统计，无锡大多数年份入夏
要到小满或芒种节气，但记者查询发
现，从2022年以来，我市连续三年入
夏时间均在立夏节气期间，由此可
见，锡城的夏天来得越来越早了。

气象部门建议，立夏时节，空气
中花粉、尘螨等过敏原增多，此时养生
要注重防暑、养心、护脾胃，同时注意
防范过敏问题。在日常饮食方面，可
多吃富含维生素C的果蔬，增强免疫
力、减轻过敏反应，忌辛辣油腻，以免
加重体内湿热。立夏时节适当运动可
以促进气血循环，推荐清晨或傍晚散
步、瑜伽，但要避免过度出汗，并及时补
充水分。 （吴雨琪/文 张嘉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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