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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出门门准准备备““摊摊鸡鸡蛋蛋””，，瞬瞬间间变变成成 ““蛋蛋花花汤汤””
昨日省城天气经历戏剧性“大逆转”

今 日 济 南 C05

用数据来说更严谨些。根
据龟山国家气象观测站的统
计，1 4日省城最高温3 9 . 4℃，
出现在下午2点到3点之间。此
后气温一路直降，到下午4点高
温仅有2 7 . 5℃，1小时内降了
近12℃。

好消息是持续两天的高温

晴热至此结束，未来几天多雷阵
雨。具体预报如下：14日夜间到
15日多云，局部地区短时阴有雷
阵雨，南风短时北风3级，雷雨地
区雷雨时阵风 8级，最低气温
25℃左右，最高气温34℃左右。

16日多云间阴，大部分地区
有雷阵雨，东到东北风3级，雷雨

时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左右，
最高气温31℃左右。

17日多云转晴，偏东风3级，
气温略有回升。

18日～19日多云，局部地区
短时阴有雷阵雨，南风短时北风
3级，雷雨时阵风7级，气温变化
不大。

本报记者 孟燕 实习生 刘星辰

7月14日，入伏第二天，省城天气经历了戏剧性的“大逆转”。中午热得一发不可收拾，最高
温达到39 . 4℃。但是到了下午2点，一切都变了，瓢泼大雨、八级狂风、电闪雷鸣加冰雹瞬间登
场，气温在一小时内直降近12℃。

14日一早，热烘烘的天便让
不少市民抓狂，大有赶超13日
39.9℃高温的趋势。午后在街头走
几步，都能甩出二两汗来。下午1点
5分，记者在123路公交车上体验高
温，当时测得车厢内温度近50℃，
所触之处都是火辣辣的感觉。

下午1点50分左右，在丁家

庄东公交站，大太阳被乌云遮
住，天色暗了下来。戏剧性的一
幕开始上演，记者注意到有市民
正在匆忙穿雨衣，雨滴打在车窗
上，紧接着是噼里啪啦的大雨，
呼啸而过的狂风把路边的树吹
得东倒西歪。半小时后，记者在
文化西路下车，遮阳伞直接变成

了雨伞。
“出门准备摊鸡蛋的，结果

变成了蛋花汤。”市民刘先生调
侃，因为租住的房子里没有空
调，昨晚热得一晚没睡。“起床
后还是那么热，预订了宾馆准
备下班后吹空调去，结果下雨
了，省钱了！”

济南市气象台7月14日14时
10分发布了雷电橙色预警信号。
当时位于德州到聊城境内的较
强回波正在向省城移动，2小时
内大部分地区将发生较强雷电
活动，伴有8～9级大风和短时强
降水，局部地区可能有冰雹。

“东部已经暴雨倾盆了，西
边还是大晴天，大明湖、北园附
近还下了冰雹！”不少网友晒出
了天气实况，伴随着闪电和轰
隆隆的雷声。狂风吹得人根本
站不住，在北园大街天桥区某
消防单位门口，大风顶着一个

篮球架“漂移”了数十米，直到碰
到一辆小轿车才停下来，让周边
围观者连连惊呼。

济南市气象台预报员孙长
征表示，下午2点41分瞬时风速
最大19 . 1米/秒，相当于八级大
风，是“风吹树枝断”的程度。

出门成“热狗”，回来变“落汤鸡”

八级狂风骤起，篮球架玩“漂移”

未来几天：高温暂停，雷雨继续
本报7月14日讯（记者 王皇） 14日，入伏第二天，记者从济南市供电

公司调度中心获悉，上午11时25分今年最大用电负荷值被刷新，达到了473 . 4

万千瓦，这比平时最大负荷值高出100万千瓦。
14日上午，济南市最高气温超过39摄氏度，为十年以来同期最高气温。在济

南市供电公司调度中心，记者看到，多位工程师正紧盯监控，调度用电情况。
济南市供电公司调度中心瞿寒冰博士介绍，14日，济南全市的用电负荷

曲线已经与出现历史最高值的2014年7月21日非常接近。14日11点25分10秒，
则出现了今年最大用电负荷值——— 473 . 4万千瓦，比平时的最大负荷值高出
100万千瓦。不过，这还没有刷新历史最高值，济南全网负荷历史的最高值是
2014年7月21日出现的483 . 2万千瓦。不过按照目前情况，若持续高温，今年用
电负荷很有可能刷新历史最高值。

本报记者 孟燕
实习生 刘星辰

14日12点55分，在省城东
部的公交驾校停车场，李在胜
正在做发车前的准备。“这两天
热得太狠了，车皮上都能摊熟
鸡蛋了。”他一边开玩笑，一边
拖地降温，地板上的水迹瞬间
就干了。

下午1点5分准时发车。天
太热，座位、扶手、窗沿，碰到哪
儿都烫人。天气太热，每一个上
车的乘客都是汗流浃背，头发
湿哒哒的。李在胜挨个说着“您
好”迎接乘客上车，因为嫌热，
有的乘客即使有空座还是选择
了站着。

发车前，温度计上的读数
定格在44℃，开了一站后，温度
升到了48℃，已经接近“爆表”。
李在胜额头上和下巴上的汗
珠不断往下滴，等信号灯的
时候，他就拿毛巾抹一下子。

“头顶上的风扇一般不开，颈
椎受不了。夏天饭可以不吃，
但水一定得喝够。”他指了指
身边的大水杯。

上车20分钟后，记者手中
冰镇的矿泉水已经变成了温
水，“蒸桑拿”让人感觉烦躁。在
济南这样的酷暑天里，李在胜
每天跑4圈，至少要在车上坐8
个小时,蒸8个小时的“桑拿”。

“如果遇到早高峰或堵车，休息
时间就少了，有时候甚至不能

下车又到点跑另一圈了。”
这是李在胜工作的第 8

个年头。作为123路的服务排
头兵，他有机会开上相对舒
服的空调车，但是却把机会
让给了别人。“我们这条线路
一共1 1部空调车、1 8部普通
车。我是个老司机了，夏天都
习惯了，开啥车都行，照顾下
有需要的同事也没什么。”李
在胜坦言。

公交车行驶到丁家庄西站
时，公交公司的管理人员赵文
斌正在站台为过路的驾驶员
送水。“气温超过3 5℃，午后
我 们 就 上 站 台 送 水 给 驾 驶
员。”赵文斌表示，他已经站了
一个多小时。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玉岩

拆模板高温达六十多

度，热得窒息

郭阳虽然只有22岁，但是
从事建筑行业已经有6年了，在
这一行也算是“老人”了。面对
近40度的高温，郭阳说大家都
习惯了，要是一般人来肯定热
得连楼都上不去。郭阳是工地
上的木工，在工地上最辛苦的
就算是木工和外架工了。“干木
工的主要就是支盒子，灌浇水
泥之后再拆模板。”

郭阳说，13号那天济南天
气突然就热了起来，温度一下
就上来了。“最热的活就是拆模
板了，拆模板的时候温度得有
六十多度。混凝土凝固的时候
发酵，里面全是热气，木板一拆
下来，就觉得里面的热气一下
子全扑到身上了。”郭阳说。

13号那天，尽管温度那么
高，郭阳还是干了一天的活。一

天下来，郭阳拆了一个电机井。
电机井空间小，四周全封闭，空
气不流通，闷在一个小空间里，
热气更散不出去，温度能有60
度。

“不拆不行呀，混凝土浇灌
到模具里10个小时左右最好拆
模板，过了10个小时再拆就费
劲。通常情况下，用手拆木板就
能拆下来，要是时间久了，就得
用工具，既费时间又费力气。”
郭阳说。

拆井的时候，大家都是光
着膀子干活的。“以前干活还能
靠着墙歇会儿，昨天靠着墙就
烫背，摸着钢管就烧手，觉得呼
吸都有些困难。”

钢管烫手，6米长的钢

管一天整理500根

老家在章丘的高肇伍今年
快 6 0岁了，是工地上的清理
工，工作就是把拆下来的钢
管 、木 板 、木 块 等 清 理 到 一
起，重新整理，备用。天热的

时候，钢管和竹胶板被晒得烫
手，照样干活。

跟高肇伍一样，老林也是
清理工。就算是像这几天一样
的高温，老林也得穿着长袖长
裤。“清理钢管要到下面的空地
上去，每天都是大太阳，在大太
阳底下干活，穿着长袖还能防
防晒，干半个上午衣服就都湿
透了。”一天下来，一瓶1 . 5升
的矿泉水根本不够喝。

老林说，6米长的钢管，他
一天要整理500多根。“这只算
了长的钢管，还有那些短钢管
呢，那就算不清了。”最近几天
天气比较热，上午十点左右就
干不下去了，等到下午4点多才
开始干活。

尽管是高温天气，工地上
没有任何降暑措施，老林和郭
阳他们都没听说过高温补贴。

“天气太热，上工时间改成下午
4点了，不过没听过高温补贴。
工地上也没有提供绿豆汤啥降
暑的东西，我们都是自己煮
的。”郭阳说。

寻找最高温

工工地地上上最最高高温温可可达达6600多多度度
“觉得呼吸都有些困难”

公公交交车车厢厢内内可可达达4488℃℃
驾驶员每个夏天都挥汗如雨

7月14日，入伏第二天，省城最高温39 . 4℃，而午后公交车厢内则达到了48℃。33岁的
123路驾驶员李在胜白色的工装衬衫已经湿透了，一天跑4圈，在车厢内“蒸”8个小时，每个
夏天都是在挥汗如雨中度过。

14日下午1点半左右，记者来到泺源大街某工地上，此时天气已经有些阴沉，在
风雨到来之前，工地上一楼的温度已经有38度了。工人郭阳说，白天楼顶的温度高，
晚上底层的温度高，最热的时候就算是拆模板了，温度能达到六十多度，热得人呼吸
都觉得困难。

入入伏伏次次日日济济南南现现今今年年用用电电最最大大负负荷荷值值

14日中
午，气温直逼40

摄氏度，泉城广
场的地面温度
近50摄氏度，生
鸡蛋开始冒泡。
下午一场急雨，
将气温直接降
到了24摄氏度，
街头凉飕飕。

本报记者
周青先
实习生
刘海天 摄

备有西瓜绿豆汤

环卫工歇脚点再增四处
本报7月14日讯（见习记者 王

小蒙） 炎炎夏日，道路保洁员又有
了清凉好去处。位于经十路的翰林·
泉盈大酒店也加入歇脚点队伍中
来，为辛勤的环卫工提供绿豆汤和
西瓜等解暑饮品。

14日上午十点半，位于经十路
的翰林·泉盈大酒店的保安亭挂上
了“环卫工纳凉点”的牌子，以后在
附近工作的道路保洁员都可以来这
儿歇歇脚乘乘凉了。“每天都会提供
绿豆汤和西瓜等解暑物品。”酒店负
责人说。

其实保洁员对于歇脚点已不陌
生了，但他们出于不好意思打扰人
家工作，或怕穿的衣服不整洁给人
添麻烦等原因，宁愿在树荫处凉快，
也不愿去纳凉点。

对此该酒店负责人表示，将会
开辟出一处专门的房间，并通知员
工引领保洁员从酒店侧门进入，以
免保洁员感到不自在。同时旗下的
三家酒店和拜把子快餐连锁店，都
将对环卫工开放。

“这样以后就能放宽心来了。”
经十路保洁员赵元荣高兴地说，今
天她还领到了三斤绿豆，今夏的绿
豆汤是管够了。

据了解，目前全市歇脚点已达
到3200家，其中包括建行等四大银
行、石化加油站、漱玉平民大药店、
全市体彩、福彩和所有BRT站点等。
同时本报继续联合城管部门发出号
召，如果沿街单位、商铺等有意为环
卫工提供歇脚点、防暑降温用品，可
拨打热线电话82071581报名。

本报联合城管部门发动沿街单位和商铺建立的“环卫工歇脚点”目前在
济南市已达3200家。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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