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啥总是

夏天下冰雹

夏天气温高，天空中居然下起
了冰雹，这种天气现象不矛盾吗？
为什么经常是夏天下冰雹呢？

就此，烟台气象专家吴树功给
大家解释了冰雹的形成原因。冰
雹、雷电、局部强阵雨等天气都属
于强对流天气，冰雹主要是因为地
面温度与高空温度差异太大，地面
温度高而高空温度低引起的。

“夏天天气比较热，近地面的
温度较高，容易产生大量近地面的
湿热空气，而由于温层分布不均，
上空的气温低或者有冷气团时，地
面湿热空气在上升过程中温度急
剧下降凝结成水滴并很快冻结起
来，形成小冰珠。”吴树功说，这些
高空的小冰珠在云层中不断翻滚，
将周围的水滴吸收凝结成冰，变得
越来越重，就从高空砸了下来。

“由此可见，冰雹只有在湿热
气流快速上升时才能产生，所以冰
雹多发生在夏季或者春夏之交，在
冬天，近地面气温较低，不会产生
强大的快速上升气流，所以无法形
成冰雹。”吴树功说，14日栖霞、莱
山等地出现的冰雹，主要是近地面
温度高而高空温度低，引起了强对
流天气。

另外，冰雹来袭，人们应躲在
家里关好门窗，暂停户外活动。如
果正在田间劳作，可以找个遮蔽处
暂时躲避一下，也可把雨具、木板、
盆等用品顶在头上保护头部，并尽
快转移到室内，以免被砸伤。

本报记者 孙健

天天灾灾难难测测，，果果农农投投保保自自救救
栖霞市政策性苹果保险去年赔偿果农近1500万元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蒋大伟 ) 一场冰雹，将栖霞
市15万亩苹果树砸得伤痕累
累。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部分
果农给自己果园投了保，可
以将损失降低一些。15日，在
受灾较严重的栖霞市寺口镇
北横沟村，记者与果农交谈
中了解到，村里 2 8 0户果农，
近 1 0 0户入了政策性苹果保
险，以此应对自然灾害带来
的风险。

“我们村有许多村民入
了政策性苹果保险，感觉果

农近几年对苹果保险意识增
强了，在寺口镇我们村是比
较好的，村里 2 8 0户果农，近
1 0 0户选择了政策性苹果保
险。”栖霞市寺口镇北横沟村
党支部书记李中芹说。

“政策性苹果保险，就是
政府财政拨一部分款，果农
自己交一部分，一亩地政府
交50元，果农交50元，最高的
保额为一亩地2000元。”栖霞
市寺口镇民政所张所长称，
寺口镇今年一共有1607亩苹
果 园 选 择 了 政 策 性 苹 果 保

险。
“我们已经和保险公司

进行了联系，由于受灾的村
庄较多，保险公司正在逐步
了解，最近几天保险公司就
会到我们镇上进行灾情的了
解，据往年赔偿的情况，还是
很好的。”栖霞市寺口镇民政
所张所长说。

“从2007年开始，我们公
司就与栖霞市政府共同推动
政策性保险，村民的投保意
识正在逐渐地增强，一亩地
最多赔偿2000元，遇上自然灾

害导致绝产，赔偿款差不多
能够保证村民农药、化肥的
费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栖霞支公司业务
科科长刘利华说。

刘利华还介绍，2013年栖
霞市遭遇了涝灾，有些果树
都死亡了，2 0 1 3年一共收了
600万元左右的政策性苹果保
险保费，赔偿给果农近1500万
元。另外，政策性苹果保险的
范围是保风保雨保冰雹等自
然灾害，遭遇到病虫灾害不
在保险范围内。

面对天灾，很多果农都选
择了投保自救。但是，因为心存侥
幸，果农李树国今年没有投保，他
只能独自承担这次冰雹带来的损
失。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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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果农投保存侥幸心理
虽然果农的投保意识在

增强，但也有部分果农心存侥
幸，放弃保险。

“我家果园没有入保险，主
要还是侥幸心理吧，感觉不会有
什么自然灾害的，就没买保险。”
北横沟村的果农李树国告诉记
者，如今受了灾，后悔也晚了。

“ 2 0 1 3年栖霞遭遇了涝

灾，所以很多果农就抱着侥幸
心理觉得今年不会再有什么
灾害，就没有投保，果农投保
整体的意识在增强，但是很多
果农的侥幸心理，让投保情况
出现波动，今年的整体投保情
况比不上去年。”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
公司业务科科长刘利华说。

雹后不要疏于果树管理
面对突如其来的冰雹，除

了投保，果农是否还能进行其
他预防呢？冰雹过后，面对受
灾的果园，如何补救？

15日，烟台博士达集团董事
长张朋义告诉记者，冰雹灾害
对于果树的伤害是不可预防
的，冰雹的突发性很强，无法对
果树进行前期的预防，冰雹来

袭后造成的苹果受损成为残
果，也是很难挽回的。

“在果园经历过冰雹灾害
后，果农不要将果园置之不
理，要加强果园的管理，否则
会影响来年果树的发芽簇成，
管理不好将导致来年苹果减
产。”张朋义说。

本报记者 蒋大伟

新闻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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