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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独家调查

鹌鹑蛋大的冰雹突袭阳谷，受灾群众追问———

““我我们们为为啥啥没没收收到到冰冰雹雹预预警警””

冰雹突袭>>

头上砸了几个大疙瘩
“冰雹是晚上 10 点 40

分开始下的。”家住阳谷县

城的任先生说，这场意外

冰雹持续了 10 分钟之久，

下冰雹之前曾有大风和沙

尘天气，之后又下起了小
雨，雷电持续了将近半个

小时。

任先生说，当时他正

准备休息，突然听到屋外

响起“咚咚”声，“我家住在

顶楼，声音非常清楚，猜测

可能是下冰雹了。”大约 20

分钟后，任先生下楼发现

地面上仍有没融化的大粒

冰雹，最大的比鹌鹑蛋还

要大。“我还真是没见过这

么大的冰雹。”任先生说。

突降冰雹时，高先生

正和朋友在城区一家烧烤

摊吃饭。“我们几个人正吃

着，突然噼里啪啦地下起

了冰雹，冰雹的个头儿太

大了，头上砸了几个大疙

瘩。”高先生说，当时汽车

报警器被砸得哇哇乱叫，

有的车上都砸出了坑，一
些路灯被砸毁，小树枝落

了一地。

阳谷县谷山路一家汽

修中心的王先生说，4 月

30 日到 5 月 3 日，大约有

30 多辆车到店里修车，有

的车窗玻璃裂了，有的车

身上十几个坑，都是冰雹

砸的。

灾情点击>>

5 万多人受灾损失千余万
5 月 5 日，记者从阳谷

县民政局的灾情报告上看

到，全县受灾面积 997140

亩，主要受灾作物为小麦。

阳谷县民政局的统计

数字显示，4 月 29 日晚 10

时 45 分左右，阳谷县受到

冰雹侵袭，并伴有大风，冰

雹平均直径 1 公分，较大
的冰雹直径 2 — 3 公分，持

续时间 5 分钟左右。该县博

济桥办事处、侨润办事处、

狮子楼办事处、闫楼镇、阿

城镇、张秋镇均有灾情发

生，其中闫楼镇、阿城

镇、张秋镇受灾较为严

重。

阳谷县民政局救灾救

济科工作人员说，阳谷县

此次主要受灾作物为小麦

94860 亩、果树 750 亩、

棉花 1654 亩、西瓜 880

亩、露地菜 30 亩、大蒜
5 0 亩、土豆 5 0 亩、大
棚、拱棚 1440 亩。全县

受灾面积 997140 亩，受灾

人口 5 万余人，经济损失

达 1100 余万元。

“灾害发生后，民政

部门工作人员赶赴灾情严

重区域查灾、验灾，并组

织灾民进行生产自救。”

该工作人员说。

群众追问>>

有谁提前看见气象预警了
“如果那天接到预警

信号，提前知道会有冰雹，

我根本就不会把车裸停在

外边。现在倒好，车砸了十

几个坑，光等保险公司定

损就等了两天，吸坑修复

还很麻烦。”阳谷市民王女

士提起爱车心疼地说。

4 月 29 日晚，王女士

下班后把车停在小区内，

并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
施，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

冰雹让她的爱车很受伤。

“后来听说气象台发布冰

雹橙色预警了，发到哪去

了？有谁提前看见了？”王

女士说。

记者几经搜寻查到，

在中国气象网灾害预警信
息栏中，发现聊城市气象

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

的信息，而聊城市气象局

网站上则没有相关信息。

该信息发布于 4 月 29

日晚 9 点，表示 6 小时内

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并可

能造成雹灾，提醒政府及

相关部门做好防冰雹的应

急工作，气象部门做好人

工防雹作业准备并择机进

行。同时提醒户外行人立

即到安全的地方暂避，驱
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篷

的场所，保护易受冰雹袭

击的汽车灯室外物品。

“这么严重的冰雹灾

害给农作物、塑料大棚、经

济作物造成很大损失，但

愿冰雹预警能起点作用，

反正我是不知道有什么预

警。”阳谷县闫楼镇陈先生

说。

聊城市气象台工作人

员纪凡华说，阳谷县 4 月

29 日晚出现冰雹天气一个

多小时前，气象台确实发

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

根据相关规定，气象台预

测到灾害性天气后，首先

报请领导批示，并向上级

部门汇报。

如果灾情严重，气象

台将上报市政府应急办，

并通过媒体对外预报，同

时通过灾情直报系统报给

上级，在本级内网上进行

发布，并通过手机短信通

知市民。手机短信能覆盖

到村，主要是发给村支

书，村支书将再进行传

达。“由于外网现在没有

相关栏目设置，根本无法

发布。”纪凡华说。

据了解，通过内网发

布的信息，只能供系统内

人员看到，普通市民通过

互联网根本看不着。“想

查看天气情况，我们一般

习惯是登录本地气象网

站，但网站上根本没有任

何信息，遇有突发灾害性

天气，尤其是短时间灾害

天气根本不知道。”市民

张先生说，对于农民朋友

来说，根本没有时间天天

坐在电脑前关注天气变化

的习惯。

张先生说，灾害性天

气到来之前发布预警信

号，是通过什么途径、发

布的面有多大很难定，现

在，灾害性天气越来越

多，希望气象部门能加强

预报并加大信息发布面，

尽可能使更多百姓及时了

解情况，将灾害损失减到

最低程度。

格记者调查

网络发布>>

灾害预警外网看不到

短信发布>>

气象台还没跟通讯公司协调好
聊城市气象台台长贾

斌介绍，预警信息发布分

几个级别，预测到灾害性

天气后将根据具体级别发

布，当前最快捷的方式就

是通过手机短信发布。目

前条件下，只有发给市领

导等供决策服务的 66 条及

媒体记者、各县市气象局

的短信得以实现。另外，

东昌府区组织部门提供了

辖区各村支部书记的 727

条手机号码，并已录入到

系统，但到目前还没有开

通，“主要是和通讯部门

没有协调好，通讯部门说

需要交钱”。

“灾害天气预警信息

的发布都是公益的，应该

免费才是。”贾斌说，其

实预警信息都及时发布

了，但这种预警信息可能

没有及时发给用户，目前

正在和另一家通讯公司商

谈，近期将购进设备，开

通另一条预警信息发布途

径，将更加及时。

贾斌表示，目前定制

天气预报的用户全由气象

台提供信息，具体发布由

通讯公司执行，但根本满

足不了突发性天气信息的

发布，这部分用户有几万

户，短时间内绝对完不成

发布。而突发性天气信息

才是最重要的信息，但目

前的发布面相对较小，通

过手机短信能发送近 6000

户。“从数据来看不算

多，但今后突发天气预警

将通过政府网站发布，可

以在网站上滚动播出。”

4 月 29 日晚阳谷降下的冰

雹，不少直径有四五厘米。

本报记者 刘铭

阳谷路面上被冰雹砸坏的路灯。

阳谷县 4 月 29 日晚突降冰雹，不少直径有四五厘米，个头儿大的比鹌鹑蛋还大，

造成全县近百万亩农田、5 万多人受灾。灾情降临前，受灾群众大都没收到预警信息。

记者调查发现，聊城市气象台确实事先发布网络和短信预警，但因为只在内网
发布和短信预警发布面较小，才造成预警“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