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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昨现入夏最高温
今日有雨，高温暂缓，预计周末还是晴热天

┬记 者 王 震 报道
┬通讯员 秦俊岭

本报7月3日讯 3日下午，市
区最高气温34 . 3℃，达到今夏最
高温。当天，荣成、文登、乳山三市
最高气温也分别达到 3 2 . 2℃、
33 . 3℃、33 . 3℃。4日、5日，随着
雨到来，晴热天气将有所缓解，但
周末时还将出现晴热天气。

3日，天气晴好，烈日晒得街
头热气蒸腾，即使躲在室内也流
汗不止。记者从威海市气象局获
悉，当天威海受暖气团的影响，气
温攀升较快，加上晴天无云，紫外
线较强，空气湿度较大等原因，才
让人有了酷暑难耐的感觉。

威海市气象局的数据显示，3

日市区的最高温高达34 . 3℃，三
市 的 最 高 气 温 分 别 是 荣 成 ：
3 2 . 2℃，文登：3 3 . 3℃，乳山：
33 . 3℃。威海市自1959年有气象
记录以来，市区7月份的最高气温
为37 . 4℃，出现在1997年7月30
日 ；荣 成 7 月 份 的 最 高 气 温 为
35 . 8℃，出现在1997年7月29日；
文登7月份最高气温为35 . 7℃，
分别出现在 1 9 8 8 年 7 月 3 日和
1997年7月29日；乳山7月份最高
气温为37 . 1℃，出现在1997年7
月27日。

据气象工作人员介绍，威海
在6-8月份易出现高温天气，历史
极端最高气温出现在1972年6月
10日，为38 . 4℃。在7月份，随着
高温天气成为常态，加上降雨多

导致的湿度较大，湿热天气较为
常见。13日，就将进入年度最热的
三伏天，13日至23日为头伏，24
日至8月4日为中伏，8月5日至8
月15日为末伏。

4日，威海各地阴有雷雨或阵
雨，乳山等南部区域夜间有中雨，
南风沿海5到6级雷雨时阵风6到
7级，内陆4到5级雷雨时阵风6到
7级，温度沿海20℃到26℃，内陆
22℃到28℃，市区24℃到29℃；5
日，阴转多云，南风沿海5到6级，
内陆 4到 5级，温度沿海 20℃到
2 6℃，内陆 2 1℃ 到 2 8℃，市区
22℃到28℃。6日和7日，天气晴
好，持续南风，气温将再度攀升，
预计市区和内陆的最高气温又将
达到30℃以上。

“凉生意”好做“凉地儿”被蹭
┬记者 王震 赵兵 报道

本报7月3日讯 3日，市区迎
来入夏最高温，出行市民纷纷拿出
遮阳“装备”。国际海水浴场、公园、
休闲餐厅、商场、书店，凡是有“凉”
的地方都成了市民纳凉的好去处。

3日上午，天空晴朗，太阳直射
路面，很多出行市民吃不消。10时
许，在107路公交车上，一市民坐在
车窗旁，受不了直射的阳光，在车
内打起太阳伞。路上不少行人戴着
太阳帽、拿着太阳伞出行，没有“装
备”的市民则用手中的物品代替。

“在家里也没凉风，孩子在公园内
能凉快点。”在环翠楼公园，一带孩
子的家长说。3日下午，国际海水
浴场，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水中玩
耍。在金猴家家悦公交站点，一冷
饮摊主人说，“今天冰糕卖得很好，
专门准备了一个保温箱，提供冰镇
冷饮”。

有空调的商场、小店、餐饮店
也成了市民的好去处。在幸福公园
一休闲餐厅，不少市民在休憩，大

部分为年轻人。“这边有空调，吃完
饭还能休息一下。”统一路上，一甜
品店面积不大，因空调开放，顾客
猛增，小店拥挤不堪。店主李希说，
一般来说，上午的生意清淡，但今
天的高温让不少路人进店驻足消
费。

在两岸商厦，也有市民进来避
暑，市民吴女士说，她本来没有进
入商场的打算，但实在热，“感觉快
要中暑了，路过时便赶紧进来凉快
一会”。商厦一楼一营业员说，根据
她的观察，进来避暑的人不在少
数，“有人进到门口凉快的地方就
不往里走了，肯定不是来逛商场，
而是来乘凉的”。

高温天气也让太阳伞成了市
民新宠。文化东路一专售太阳伞的
商店老板介绍，今天从8点开始就
忙活，“顾客明显比平常多了不少，
能多出30%”。市民戚女士一口气
买了 4把太阳伞，她说“没想到今
天这么热，正好之前也想买伞，今
天就过来看看，给女儿、朋友也买
了”。

一女子中暑被送急诊
此前，她吃减肥药，一月瘦掉40斤造成身体虚弱

┬记 者 吕修全 报道
┬通讯员 刘倩倩

本报7月3日讯 3日上午，李
女士工作时突发头晕、恶心，心跳
加快，被送至四┩四医院急诊中
心。据悉，李女士近两年内不断服
用减肥药，近一个月成功减肥40
斤，以至于饭后恶心、呕吐，导致
身体虚弱。

李女士今年41岁，几年前，来
威在一家酒店做后厨帮工，喜爱
美食的她很快“吃成了胖子”，身

材不高的她体重最高时达到220
多斤。两年前，李女士开始服用减
肥药。但李女士在后厨工作仍“管
不住自己的嘴”，体重反弹明显。
丈夫朱先生劝其控制饮食、适当
锻炼来减肥，李女士没听。

约一个月前，李女士服用一
种新减肥药，减肥效果明显，220
斤体重迅速减至180斤。期间，李
女士仍喜欢美食，但她发现这回
吃东西时或饭后，她都会恶心，甚
至呕吐，6月29日至7月3日，这种
反应越来越强烈。

3日早晨，李女士仅吃了少许
食物。饭后她到一大型企业食堂
帮工。上午9时许，李女士刷完餐
具，感觉室内温度高，不断冒汗。
临近10点，她出现了心慌、头晕、
大汗淋漓症状。工友立即把她送
至四┩四医院急诊室。

到达医院时，李女士浑身是
汗，大口喘气，经急救，她的各项
生命体征很快恢复。医生认为，李
女士长时间服用减肥药，造成身
体虚弱，加之天气炎热，引发中
暑。

┬本报记者 赵兵

建筑工人：赶工时不停工
3日中午12点，威高广场一

处施工工地，4名工人正在将已
成浆的水泥往三轮车上装。一名
工人说，已成浆的水泥必须立马
处理，不能留置太长时间，因此，
他们在中午也要赶工时，将水泥
浆处理好，“工程一层层转包，我
们只负责把活干完，还没想高温
停工和高温补贴的事”。一名工
人介绍说，工地里有水管，热了
就去那喝点凉水。

而在另一处施工现场，3名

负责铺设地面砖的工人已开始
吃午饭，52岁的李师傅只吃了
半盒米饭便吃不动了，“太热，
吃不下去”。据李师傅介绍，今
天上午9点左右，就已经感觉热
得不行，“今天没风，而且气温
明显高了不少，汗珠子呼呼地
往下滴。”他说，中午，他们只能
休息1个多小时，下午一点半便
要开始工作。而为了抵御高温
暴晒，他和工友甚至要换上长
袖的衣服。

环卫工人：干活着厚装
上午9点左右，在财富广场

对面，环卫工人刘女士来到一书
报亭处的阴凉处休息。“今天太
热了，我这才打扫了 10多分钟
就出了一身的汗。”为了降温，刘
女士还买了一支雪糕，她说平时
根本不会舍得买，为了降温才花
了一块钱。

下午2点左右，环卫工人李
师傅在育华路一家烧烤店外休
息，并拿出随身携带的茶杯，将

杯子里的水一饮而尽。“去年，单
位曾给发过480元的高温补贴，
今年的补贴还没发。”李师傅说，
10天前，单位给发了一包茶叶，
“让我们多喝水，降温消暑”。但
让环卫工人苦不堪言的是，他们
在工作的时候还必须穿着橙色
的外套，“单位有规定，环卫工的
外套必须时刻穿着”。为了防止
中暑，他每隔半小时左右，就到
路边大树的阴凉下坐一会。

◆高温下的劳动者◆

▲3日，市区迎来入夏最高温度34 . 3℃，冷饮热销。记者 王震 摄

本版统筹 陶相银

2013年7月4日 星期四 编辑：高洪超 美编/组版：宋时梅


	W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