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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热热点点

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
于鹏飞 通讯员 王敦东
王才华 ) 为进一步深化

“查安全隐患、保职工安全、
促企业发展”活动的开展，充
分发挥工会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维稳作用，近日，莱芜市
钢城区总工会与区安监局联
合组织举办了全区工会系统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班。邀请
了汶源安全培训中心教师、
万祥矿业公司工会副主席、
劳动争议调解办主任孙启峰
讲课。孙启峰从工会组织在
安全生产教育管理中的法律
依据、定位以及方式方法等
四个方面，结合工作实际和
典型案件，讲了工会组织在
安全生产中的作用，特别是
针 对 当 前 深 入 开 展 的“ 查 、
保、促”活动，就如何调动工
会干部职工的积极性，组织
职工开展系列安全生产教育
及监督活动等方面作了详细
讲解。各镇(街道)、开发区、高
新区、棋山管委会工会主席，
区直部门工会主任，部分企
业工会主席，共计 7 0余人参
加了培训。

钢城区举办

安全生产培训

市气象局发布2013年12个气象事件，雾霾日数增多居首

莱莱芜芜去去年年雾雾霾霾天天气气共共有有110099天天
本报记者 程凌润 陈静

18日，莱芜市气象局召开2014年“3·23”世界气象日新闻发布会，发布了2013年莱芜市12个重要
天气气候事件及对策建议。据介绍，莱芜市将建立并完善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和农业气象服务
体系，实现灾害性天气农村手机用户全网发布。

去年雾霾天气109天，

比2012年增加57天

3月23日是世界气象日，今
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是“天气和
气候：青年人的参与”。莱芜气象
局副局长姚广庆在新闻发布会
上公布了2013年莱芜市的12个
重要天气气候事件，其中雾霾日
数增多，空气污染严重位居榜
首。

“2013年年初、岁末雾霾天
气较多，1月15日、30日和2月28日
分别出现了能见度小于500米、
200米和50米的雾，11月22日、12

月4日达到中度霾，空气污染严
重。”姚广庆称，较多的雾霾天气
给交通运输、市民出行和人们的
身体健康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记者从莱芜市气象局获悉，
2013年莱芜市的雾霾天气共有
109天，其中霾106天、雾3天，期
间共发布了2次霾黄色预警信
号，而2012年莱芜市的雾霾天气
共有52天，其中霾有49天、雾3

天。这组数据显示，莱芜市2013

年的雾霾天气日数比2012年增
加了57天。

针对冬春季节是雾霾天气
多发季节的情况，莱芜市气象局
建议加强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
工作，及时采取防控措施。

去年4月仍降雪，

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二晚

据介绍，莱芜市2013年降水
总量是682 . 7毫米，与往年降水
总量基本持平，但是7月降雨异
常偏多，达到375 . 8毫米，较常年
同期偏多88 . 5%，全年共出现5次
暴雨天气过程，较常年偏多1倍
还多。但是夏末秋初降水量只有
8 4 . 8 毫 米 ，较 常 年 同 期 偏 少
67 . 6%，入冬以后也无有效降水。

在2013年莱芜市重要天气
气候事件中，莱芜市降雪结束时
间创有气象记录以来的“第二
晚”。2013年4月19日傍晚到夜
间，莱芜市出现了一次雨雪降温
天气过程，并伴有冰粒，市区降
水量6 . 8毫米。此次降雪天气出
现在4月中旬后期，是1957年有
气象记录以来第二晚的一年，而
最晚一次降雪出现在1965年4月
27日。

莱芜市2013年在春、秋、冬
季都出现了寒潮天气，3月9日至
10日，莱芜市出现了寒潮天气，
最低气温在零下1 . 6摄氏度，降
温幅度12 . 2摄氏度；10月13日至
16日，莱芜市再次出现寒潮天
气，降温幅度达13摄氏度。

灾害性天气农村

手机用户全网发布

此次新闻发布会公布了
2014年3月至8月短期气候趋势
预测，其中3月至5月的平均气温
较常年略偏高，降水量80毫米至
100毫米，接近常年或较常年略
偏少；6月至8月平均气温较常年

略偏高，降水量350毫米至450毫
米，较常年偏少一至二成。

针对春季特殊的天气气象
情况，莱芜市气象局提出了对策
建议。春季气温回升快，多大风
天气，气候干燥，火险等级高，建
议做好城市和森林防火工作，通
过卫星遥感监测，及时发布火险
预警，预计今年五月份，莱芜市
气象局可实现森林火险等级发
布。春季冷暖空气活动频繁，气
温变化剧烈，注意防范寒潮、晚
霜冻等低温天气对果树、蔬菜等
作物造成危害，尤其是要加强对
于莱芜市桃、樱桃等果树的冻害
预防，防止倒春寒的侵害。

在2014年气象防灾减灾工

作中，莱芜市气象局将推进专业
化的农业气象综合检测体系和
农业气象灾害预报系统建设；加
强生态与农业气象工作，重点做
好关键农时季节、灾害性天气、
设施农业、特色林果业等气象服
务，并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气象
灾害防御体系和农业气象服务
体系，实现灾害性天气农村手机
用户全网发布，在各乡镇、街区
和村争取逐步完善或建立电子
显示屏、气象灾害预警广播系
统。同时，莱芜市气象局还将开
展城市内涝、大气污染、雷电、大
风等城市气象灾害风险预警服
务，并建立防雷服务长效机制，
完善部门应急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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