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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提前进港

造成损失不大
6 日上午 10 点，记者来

到日照市大泉沟码头，与封
海时候相比，现在明显要热
闹了许多。海上陆续有船靠
岸，岸边也有前来购买海鲜
的食客。

“ 4 日刚把船从万平口

开回来，5 日时候台风刚过
没 敢 出 ，今 天 是 第 一 天 出
海。”6 日，来自任家台的渔
民任先生说。

说起这次台风的对他们
造成的影响，渔民滕先生介
绍，提前两天他们就接到相
关部门的通知，“我们都把船
停到水上运动基地码头了，
那边避风浪非常好，也没有
渔船受到很大损失。”滕先生

说。

海鲜趋避灾害

已逃往深海
6 日，任先生解除封海之

后第一次出海捕鱼，但收获

却并不大，任先生告诉记者，
“台风过后捕捞量少多了。”
任先生说。

“根本打不到东西，太少
了。”李军说。

李军介绍，假如正常天
气每天能打 1000 元左右的海

货，这两天只能打三四百元
的。

“有些海鲜它们本身有
趋避灾害的本能，遇到灾害
天气就跑到深海里了，还有
大浪把浅海的一些海产品也
带到深海了。”李军说，“希望

过两天出海的收获能大一
些。”

李军的说法也得到可多
名渔民的赞成，“现在打不到
鱼，开海这几天我们在近海
的收获都不是很大。”一名渔
民说。

捕捞量虽然有限

价格并没大波动
随后，记者从码头赶到

了石臼市场，发现不少海鲜
档已经卖完收摊了。

一海鲜商贩告诉记者，
封海的时候，近海的鲜海货
本来就很少，他们都是进库
存货。

据介绍，现在允许出海的
渔船只是一部分，商贩现在进
的海货还是以库存的为主。

“即使现在渔民的捕捞
量比较小，只会限制我们的
销售量，但海鲜的总体价格
波动并不大。”商贩于先生
说。

根据国家规定，虽然 8 月 1 日起，日照周

边海域的刺网渔船可出海作业，但一场台风推

迟了渔民出海时间。

6 日，随着台风的远去，记者在日照市大

泉沟采访时发现，虽然渔民已经陆续出海，但

受台风影响“收成”并不是很好，比正常天气下

少一半还多。

8 月 6

日 上 午 ，大
泉沟码头的
渔船刚出海
归来。

本报记
者 彭彦伟

摄

出海这两天，捕获量少了大半
石臼市场销售的海鲜大多还是库存货，价格波动不大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本报8月6日讯 (记者 彭彦
伟) 记者6日获悉，为了应对台
风过后带来的影响，各级医疗机
构要加强监控，确保不发生流行
传染病暴发。日照市卫生局卫生
监督所对 7 处城市集中式供水
厂(站)进行监督检查，确保饮用
水安全。

根据日照市卫生局要求，市
直各医疗卫生单位都根据要求
预留出床位。市医院预留 70 张，

市中医医院预留 62 张(包括 3 个
重症监护床位 )，市妇保院预留
20 张，市精神卫生中心预留 30

张，市皮防所预留 20 张，市结防
所预留 15 张，共计 215 张床位。

同时储备 1800 个单位临床
用血量，并对消杀药品、器械、防
护用品等应急物资及车辆进行
全面检查；市直医疗卫生单位共
成立了 5 支医疗救治队，1 支疫
情处置队，1 支消毒消杀队，1 支

卫生监督执法队，10 支防洪抢险
队，总人数共约 300 余人，并全部
及时到岗到位待命。

为防止台风过后出可能引
发的传染病疫情暴发和饮用水
安全事故的发生，日照市卫生局
规定，各级医疗机构要实行预检
分诊制度，搜索排查腹泻病人。

各级疾控机构加强灾后疫
情尤其是肠道传染病疫情的监
测预警和疫情报告，开展外环境

霍乱、弧菌等标本的监测。
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加强生

活饮用水特别是农村生活饮用
水的卫生监督监测工作，保证不
出现饮用水安全事件发生。

各级医疗机构成立救治专
家组，开辟受伤群众医疗救治绿
色通道，预留床位，储备应急药
品器械，开展重症患者的复查与
管理，市 120 紧急救援指挥中心
加强应急值守。各级疫情报告单

位 24 小时值班值守。
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因

“达维”台风及暴雨袭击而引起
疫情的异常变化和暴发流行，没
有与台风暴雨相关新发传染病
报告，其他感染性疾病疫情也没
有明显变化。

乡镇以上医疗机构“肠道病
门诊”24 小时值班开诊，实行“逢
泻必登、逢泻必检、逢疑必报”的
要求开展肠道传染病监测。

台风过后，卫生部门严防疫情爆发

检查 7 处供水厂 预留床位两百多

主打

台风对日照绿茶影响甚微

只有零星倒伏，大多长势良好
本报见习记者 吴江

茶树矮，根系深

抗大风能力强
日照是山东省主要茶叶主

产区和我国秦淮以北最大的绿
茶生产基地，素有“江北绿茶第
一乡”之称。茶叶总面积达到 1

万多公顷，涉及 33 个乡镇、20 余
万茶农，涌现出巨峰镇、后村镇、
南湖镇、夏庄镇、潮河镇等一批
茶叶生产特色乡镇。

岚山区巨峰镇绿茶栽培历史
久，是日照绿茶的主要产区之一。

“ 8 月 2 日夜里开始下暴雨，
第二天早上又下了一阵，期间有
一段时间风比较大。”贡青茶总
经理周文泰表示，疾风暴雨过
后，他第一时间到茶园查看了一
圈。

“损失不大，基本可以忽略
不计。”周文泰说，他们位于巨峰
九龙山的 400 余亩茶园几乎没有
出现大面积冲毁现象。“台风来
之前，我们茶园并没有做针对性
的防风、排涝等措施，按以往经
验，夏季多暴雨也正常，一般不
会造成太大损失。”周文泰说，强

风的问题并未引起他太大的担
忧，“不同于玉米这样的高杆农
作物，茶树植株矮，根系深，抗风
能力强。”

据周文泰分析，今春的冻害
让茶树植株普遍矮于往年，强风
对茶园形不成威胁。

圣谷山旗下的茶园情况基
本相同。100 余亩山地茶和四五
十亩平地茶情况一切正常，加之
后期排水措施到位，目前茶树长
势良好。

日照市东港区南湖镇徐家
坪村党支部书记徐立峰表示，

“达维”在南湖的风力不太大。因
茶树在北方主要是低矮的灌木，
且茶叶根系很长，大风对茶树没
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而且，接到
市各级抗击“达维”通知后，村里
积极做好防护措施，顺好茶园排
水沟，预防内涝。

只是，徐家坪所处地方近似丘
陵，且 3 年龄以下的茶树不少，致
使不少用于越冬防护的防风障及
部分冬暖式大棚不同程度摧毁，造
成部分损失，初步估算有 10 多万
左右。他们村及时组织人抢修，目
前已全部整修完毕。

大风吹掉部分芽头

茶叶品质会有降低
疾风暴雨并没有给巨峰的茶

园带来太大损失，但强降雨会不
会影响夏茶的产量和品质呢？

“一般而言相比较春茶、秋
茶，夏茶是三季茶中品质最差
的。”一位茶企负责人人说，因为
夏茶采制时正逢气候炎热，茶树
新梢生长迅速的时间，“这时候，
茶叶很容易老化，有‘茶到立夏一
夜粗’之说。”该负责人说，夏茶中
的氨基酸、维生素含量明显减少，
而花青素、咖啡碱、茶多酚含量明
显增加，从而使滋味显得苦涩。

“卖相、品质都略逊一筹，售价自
然也便宜一些。”

“日照夏季多雨是很正常的
情况。所以，跟往年的夏茶相比，
今年的夏茶品质不会有明显降
低。”巨峰镇一茶厂负责人说。

五莲县富园茶场总经理黄庆
富说，他们茶场 1 千亩新茶 3 千
亩老茶都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可
能会因大风吹打掉部分芽头，使
这茬茶叶品质受到一些影响。下
一步的采摘中需要精挑细选保证
茶本身品质。

“台风对茶园防护林的影响
还是很大的，有些东西走向的防
护堤上，近 30 年的侧柏很多被吹
倒、甚至连根拔起，我们动用三台
挖掘机将树扶正、培土、浇水，重
新栽种。用了一天的时间完全整
好，挽回了不少经济损失。”黄庆
福说。

受台风“达维”影响，自 8 月 2 日 19 时开始至 8 月 3 日

上午 7 时，日照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日照绿茶主要种植

区岚山区平均降水量 154 . 0 毫米。疾风暴雨之后，日照不

少农作物受灾，但记者咨询多家茶园得知，他们的损失并

不大，经过大风大雨之后，绿茶现在长势良好。

本报 8 月 6 日讯(记者
化玉军) 6 日，记者了解到，
日照市岚山区后村镇宅科二
村在此次台风后，茶树并没
有出现内涝的情况，大雨反
而催生了不少嫩叶，现在的
茶农正忙着采茶叶。

“因为茶树长得比较低矮
且壮实，这次台风并没有造成
茶树倾倒。”岚山区后村镇宅
科二村村支书袁兆海说，这次
台风吹倒了不少玉米。

据袁兆海介绍，宅科二
村以丘陵耕地为主，大部分
茶树都种植在丘陵上，因此
这次台风带来的降水，并没
有让茶树地形成内涝。“下的
大雨，很快流走了。”袁兆海
告诉记者。

强降水不仅没有造成内
涝，反而给村民带来喜悦。“茶
树本来就是喜水的，下了这场
雨，茶树的嫩芽发得更快了，
而且更新鲜，现在我们都在忙
着采茶叶。”袁兆海说。

一场暴雨

催生嫩茶叶

格相关新闻

7 月 20 日的日照绿茶节上，市民正在选购茶叶。（资料片）
本报记者 冷炳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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