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0度环绕立体风”， 这两天你感受到了吗？

┬见习记者 赵辉 报道

本报 11月 28日讯 27日，威
海城区局部阵风为7-8级。当晚，市
区纪念路路北的三个垃圾桶，被风
径直吹到路南。其中两个垃圾桶在
风力作用下，“吻”上停在路南的一
辆轿车，幸运的是无人受伤。

27日晚8点45分，记者路过纪

念路时，一阵强风袭来。紧接着纪
念路路北径直“驶来”三个垃圾桶，
其中两个直接“吻”上路南停放的
一辆黑色轿车，轿车挡住了垃圾桶
去向，这“哥儿俩”才停下。另一个
垃圾桶在风力作用下，直接翻过路
沿石，倒在路南人行道上。

记者看到，三个垃圾桶内存
留了极少量垃圾。事发时，路上行

人较少，被垃圾桶吻上的车辆有
轻微蹭痕，并无大碍。由于道路不
宽敞，两辆轿车可并排通过。不少
车辆行至此处纷纷减速绕行，生
怕碰到行人。

28日早7点30分左右，记者路
过事发现场时，三个垃圾桶已经
被放回原位，被“吻”上的轿车也
已经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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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震 报道

本报11月28日讯 威海冬
季多大风天气，加之鱼情不好，不
少渔船在12月中旬就开始停船歇
业。除了出海渔船，近海养殖业也
最怕大风，不仅养殖船不敢出海，
网具都可能会受损。

2 8 日上午，在远遥中心渔
港，几百艘渔船在港口避风浪，
不少渔民在岸上缝补渔网和补
充出海前的供给。岸边有四艘渔
船归港卸鱼，因为风浪大，渔船
在岸边也左摇右晃，加上需要卸
载的鱼较多，部分船主选择用吊
车卸载，正在帮忙卸载的渔民张
先生说：“大风天气时，渔船晃动
很厉害，用吊车卸载鱼更加安
全、快捷。”

今年51岁的渔民绍卫东说，
他所在的渔船27日刚回来，因为
听说有大风后就赶快回港了。如
今，海上的鱼情不太好，风浪大的

时候下网，捕到鱼有时渔网也会
被风浪打翻。平时海外作业，如果
实在回不来就去附近港口避风，
渔船可以选择最近的渔港躲避风
浪。比如韩国的济州岛、大黑山、
小黑山等地方都可以去躲避风
浪。

“进入 12月份后，海上大
风频繁，对我们的捕捞很不利。”
在负责地勤服务的孙先生说，这
次渔船归港主要是为了避风，借
着这个时间可以修理渔网，补充
燃料和食物。天气转好时，渔船
会继续出去捕捞，前两天鳀鱼售
价涨到了每斤 1 . 1 5 元，平时每
斤都是 7 - 8 毛。“最近这段时间
如果天气能好点，也算是最后捕
鱼的好时节了，进入12月中旬后
很多渔船看鱼情不好会提前歇
业。”

“干我们这行的就怕刮大
风。”在远遥中心渔港养殖扇贝的
渔民李先生说。每到大风季节，近

海养殖的渔民都担心大风把养殖
网刮在一起。李先生介绍，前几天
的一场大风就把他家邻边养殖户
的扇贝网刮到了一起，养殖网上
的破洞多是因为相互粘连时弄破
的。无奈下，养殖户只能以2000元
的高价请马力较大的渔船去海上
拖网。养殖网粘连后必须要赶快
出售，虽不是出售扇贝的好时节，
但为了尽量挽回损失只能忍痛割
爱，一旦养殖网沉底，扇贝会死
亡，损失就更大了。

在岸边处理扇贝的渔民张女
士称，大风天气渔民都不能出海
作业，只能等风平浪静后去检查
养殖网的受损情况。破损的浮球
也需要赶紧更换，还有挂网的网
线也要及时加固。渔民对天气预
报都很关注。渔民李先生说，“我
每天都会听天气预报。”

大风降温，渔船靠港“歇歇脚”
不少渔船可能下月正式歇业，养殖业也怕风

俩垃圾桶借风“吻”上轿车

被大风吹离原位
的垃圾桶。
见习记者 赵辉 摄

▲28日，远
遥中心渔港内，
百 余 艘 渔 船 在
港口避风。渔民
称，风浪过后，
他 们 会 继 续 出
海打渔。
记者 王震 摄

▲28日，市区阵风风力强劲，不少市民明显吃不消强风带来的不便，纷纷拿出
装备武装自己，街头行人的御寒装备也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28日明天晴间多云，
风力4～5级，温度2℃～7℃，请出行市民做好防范。 记者 王震 摄

威海年均大风日数约78天
北部多，南部少；冬春两季多，夏秋两季少

┬记 者 陶相银 报道
┬通讯员 秦俊岭

本报11月28日讯 “有了威海
的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头皮
屑了！”这条搞笑的微博一语道出威
海的风力之强劲，引来网友纷纷转
发。威海市气象局数据统计，威海年
平均大风日数高达约78天，春季最
多，冬季其次。

“喜欢威海，每年这个时候我们
都能感受到360度环绕立体风，不管
往哪个方向走，永远都是逆风，超完
美的360度立体感受，风力强劲，透

心凉心飞扬，发型什么的都弱爆了！
把头往左偏是左偏分，把头往右偏
是右偏分，抬头向前走就是大中分
了有木有？有了威海的风，妈妈再也
不用担心我的头皮屑了！”这条微博
于27日出现在山东大学威海微博协
会的微博上，引来网友们纷纷转发、
评论。

“咱海边刮风还不正常吗？一年
有多少天刮大风数不清，就记得冬
天和春天基本是天天刮。”54岁的本
地居民鞠美英女士说。威海市气象
局气象观测站的数据显示，1981年
至2010年的30年里，威海年平均出

现大风日数为77 . 7天，大风日数年
际变化较大，最多年份出现在2004
年，为101天；最少年份出现在1988
年，为62天。从各市(区)逐月平均大
风日数统计数据来看，春季大风天
气日数最多，其次是冬季，最少则为
夏季；其中，4月份大风天气日数最
多，7月份最少。

气象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威海处
于山东半岛最东端，三面环海，且陆
地摩擦面积小，所以风力要比同纬度
的内陆地区大。在1994年2月8日，环
翠区曾出现过12级狂风，为西北风，
风速高达每秒33 .8米，这一数值也是

威海全市风力的极值。
每年冬季(12月份至次年2月

份 )，不断有冷空气爆发南下，因
为威海的天气寒冷且干燥，多偏
北风。1 月份为全年最冷月，年极
端最低温度一般出现在1月或2月
上旬。整个冬季温度比内陆同纬
度地区偏高约 2 ℃ ，且昼夜温差
小。此外，冬季降水量为全年最
少，占全年的5%。从12月下旬起，
由于受海洋的影响，造成地方性
的阴天、阵雪天气增多，雨雪量比
内陆同纬度地区多3倍以上，日照
时数偏少。

┬记者 吕修全 报道

本报11月28日讯 27日晚，市
民李先生下班后，发现市区阵风强
劲，他一时兴起，迎着风大吼三声。
很快他就感觉到咽喉干痒疼痛，休
息了一晚，咽部仍不适，说话声音反
而变得低沉沙哑了。医生提醒市民，
冬季寒冷干燥，大风天气下空气中

水分较少、细菌杂质较多，外出需戴
上口罩，防范上呼吸道感染。

市民李先生喜欢唱歌、喜欢朗
诵。27日20点左右，李先生下班，发
现市区内阵风猛烈，“吹得人都得斜
着走”。一股豪迈之情自李先生心中
油然而生，他迎着风，大声吼唱着歌
曲《空城》。但唱到第三句，李先生便
唱不下去了。李先生回到家后，喝了

两大杯热水，嗓子也没缓过来。28日
早，李先生起床后，发现自己的嗓子
非但没有好转，疼痛感反而加剧了。

四○四医院急诊医生了解李先
生的症状后，初步判断其咽部不适
是上呼吸道器官发生了感染所致。

医生提醒，冬季需注意咽喉部
保暖。寒冷天气外出时，最好佩戴口
罩，避免口鼻暴露在寒冷空气中。

迎风吼三吼 嗓子没缓过劲
医生提醒：外出需戴口罩，防范上呼吸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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