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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新旧“火炉城市”之争
13日，上海世博会英国馆为数日

来气温连破 40℃、被称为中国“火炉”
之一的重庆市，专门设立了“重庆日”。

就在本月初，著名气象节目主持人
宋英杰写博透露：最近10年福州气温最
高，与上海、杭州、长沙等居省会级城市
高温天数前列，由此引发了公众对于究
竟谁是新“火炉城市”的热议。

有意思的是，此前，武汉、南京等传统的
“三大火炉”争先恐后地宣布“摘帽”，谁是新的
“火炉城市”却无定论。我们郑州也不时位居
全国省会城市高温榜前列，如何避免成为新的

“火炉城市”呢？

“火炉城市”的新旧版本

“火炉城市”是国内民众对天气酷热城市
的称呼，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民国时期。

早在初中学习地理课时，记者就知道长江
流域的重庆、武汉、南京这三座城市夏季炎热，
且高温天气延续时间长，被称为“三大火炉”。

“三大火炉”是民间口头约定俗成的说法，并
未得到气象界的认可。上个世纪70年代，著名气
候学家乔盛西通过气象记录横向对比，指出三大
火炉并非最热，长江流域的安庆、南昌、长沙、衡
阳、郴州等城市，夏季炎热天数与酷热天数均超
过重庆、武汉和南京，“三大火炉”之说不实。

既然不是国内最热的城市，南京、武汉、重
庆为何被称为“火炉”呢？比较有说服力的解
释是：民国时期，南京是首都，重庆是陪都，辛
亥革命的第一枪是在武汉的武昌打响的。由
于三地知名度非常高，经过众多文人墨客描
述，“三大火炉”的说法就不胫而走。

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了“四大火炉”的说法。
“四大火炉”的归属一直存在争议，版本众

多，有人认为是武汉、南京、重庆、南昌，有人认为
当属武汉、南京、重庆、长沙，有人称是重庆、武
汉、南京、济南，有人说是长沙、武汉、重庆、杭州，
还有人认可西安、南京、重庆、武汉这一说法。

此外，有人称重庆、武汉、南京、长沙、杭
州、南昌、上海为“七大火炉”，还有人评出了

“十大火炉城市”的排名。
尽管“火炉城市”的版本不一，“三大火炉”却

是坊间公认的，炎热成了三个城市的共同标签。
入夏后，南京人是“蒲扇不离手”。江城武

汉江河湖泊众多，大量蒸发的水汽将城市团团
罩住，夏天潮湿闷热，宛如桑拿，人体难以散
热，汗出如浆。1934 年，武汉市的气温高达
41.3℃，被誉为“一代炉魁”。

“竹床阵”是武汉夏季夜晚多年来的街头
一景。吃完晚饭洗过澡后，难耐酷热的武汉市
民纷纷走出居室，在庭院或街道上摆开竹床、
躺椅睡觉，男女老幼皆衣着随意，“女人三点
式、男人一点式，小儿零点式”。

重庆又称“雾都”、“山城”，由于该市被群
山环抱，空气流通不畅，高温高湿的“桑拿天”
频频出现，每年夏天都出现过 40℃的高温，连
续二十几天高温也是常事。2006年，该市曾创
下了44.5℃的高温新纪录。

面对高温，重庆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天越

热，火锅店生意越好，三伏天光着膀子吃火锅，
成了重庆的一大特色。重庆作家莫怀戚记述
道：“重庆有一个怪象，就是越热越吃火锅，尤
其是那种不太正式的火锅，所谓‘麻辣烫’的小
老板们一到天凉了就抱怨，说生意没有三伏天
好，重庆人有神经病，云云。”

“三大火炉”纷纷“摘帽”

其实，“火炉城市”不光中国独有，受全球气候
变暖趋势影响，全世界很多城市乃至一向寒冷的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如今也在饱受高温的煎熬。

“火炉”显然是与宜居相对的，一个城市被
称为“火炉”并非好事，影响城市的魅力。于
是，“三大火炉”纷纷要求“摘帽”。

武汉市是最早要求“摘帽”的。2004 年 7
月，武汉气象部门率先拒绝再称“火炉”。同年
11月，重庆市外宣办也宣布：“火炉”之称已与重
庆的气象条件不相称，正式弃称“火炉”。2005
年6月3日，南京市也对外宣布弃称“火炉”。

“摘帽”的举动并非空穴来风。武汉区域
气候中心统计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前，武汉
平均 10 年出现 1 次“凉夏”；之后的 80～90 年
代，极端高温天气明显减少，平均 2～3年就出
现1次“凉夏”，还出现了7个“极凉年”。

科学的数据让武汉人有了“摘帽”的底气，
2008年夏天，武汉本土报纸《楚天金报》用通栏
标题报道：武汉的“火炉”排名已丢给长沙!

有人形容长沙是“一座即便入夜之后，仍暑
气蒸腾的城市”，1934年8月10日，长沙市区测出
43℃的高温。学者们研究后认为，由于长沙城位

于湘江河谷地带，地势较低，相对湿度较大，更显
暑气蒸人。长沙的夏季长达4个半月，长沙人从
4月底开始穿短袖，一直到11月才换装。

近年来，为甩掉“火炉”帽子，南京市通过
实施“清洁城市”、“绿色南京”工程，城区“小气
候”大为改善。

2001年以来，数百家化工企业先后从南京
市区迁出，城市用能过渡到电、气为主。通过
多年努力，南京的绿地系统“环网相连”，市区
沿风向敞向郊外的 8条绿色廊道，成为城市天
然的“出气孔”、“导风带”，地面的绿带与屋顶
的绿化交相辉映，人均绿地居全国城市前列，
市民步行300米就有一块绿地。该市还避免摊
大饼式的发展，降低市区建筑密度，形成敞开
式的跳跃布局，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005年，南京市专门组织课题组，对当地
自1905年有气象资料记载以来的100年夏季气
温作了梳理，发现南京最热的时期是上世纪30
年代到60年代，1934年出现了42℃的历史最高
气温。而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与历史同期相
比，南京市区的高温日数、高温极值逐渐走低。

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如认为，气候、山水
等自然条件，是人们感受最直接的形象要素，很
大程度上影响城市的宜居程度。气候特点与经
济发展之间关系微妙，关涉城市的形象、品牌、
吸引力与竞争力强弱。南京的“火炉”帽子从有
到无，凸现了城市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方面的成
效，可以大大提升城市的美誉度。

“三大火炉”相继以政府的名义宣布“摘
帽”，市民和舆论却反应平淡。

近日，大楚网对“武汉还是不是‘火炉城市’”
这一话题进行了网上调查，84.61%的网友认为

武汉仍是“火炉城市”。在问及“你觉得武汉落
选‘火炉城市’的原因是什么”时，84.50%的网
友觉得“不是武汉不热，是别的城市温度普遍
升高了”。

谁是新的“火炉城市”

中国气温最高的大城市是哪个？每当天
气变热，这个话题便随之升温。8月 2日，气象
节目主持人宋英杰发表的博文《40度并非预报
禁区》，使“火炉城市”之争再起波澜。

在气象学上，最高气温超过 35℃时，被称
为“高温天气”。宋英杰在博客上公布了 2000
年~2009年，全国 33个省会级城市中高温天气
总数名列前十位的城市，福州以10年375个高
温天名列榜首，其次是杭州、重庆、长沙，而素
来被称为“火炉城市”的武汉以 10年 305个高
温天，名列第五。排名接下来分别是海口、南
昌、广州、西安、南宁。

面对这份排行榜，有人惊呼，武汉已退出了
“四大火炉”行列，福州跃居“新四大火炉”城市
之首！对此，不仅福州市民不服气，感觉福州不
像武汉等传统“火炉城市”那么热，福建省气候
中心高工许金镜也指出，仅凭高温天数判断一
座城市是否最热并不准，至少还应考察高温强
度。近十年来，福州年度最高气温都在38℃至
39℃之间，近三十年福州的年平均最高气温仅
为38．1℃，极端的高温强度天气非常罕见。

宋英杰随后也在博客中澄清：“火炉城市”
并没有严谨的客观标准，高温日数、高温的持
续时长、极端最高气温、昼夜温差、日照、湿度
等，都有可能左右人们的炎热印象。单纯以高
温天数判定是否是“火炉”，非常片面。

无独有偶，2007年7月，在凤凰卫视著名的
气象节目“凤凰气象站”中，气象员也评出了“新
三大火炉”，分别是福州、广州、杭州，武汉、重
庆、上海、济南则是第四大“火炉”的候选城市。

“新三大火炉”评出后，也引起了很大争
议，济南、上海、石家庄等地的市民反驳说，我
们这里这么热，怎么没有我们！

近年来，位居全国省会城市高温榜前列的
上海、南昌、济南、长沙等城市，先后被媒体和
坊间贴上“新火炉”的标签。

2004~2006 年，上海的年平均气温连续位
居全国城市前列。本月，上海的最高气温连续
3天超39℃，打破了当地137年来的历史纪录。

2003 年 ，南 昌 有 22 天 日 最 高 气 温 达
39.7℃，地面最高气温超过 60℃，南昌因此被
称为“桑拿城”。南昌市民纷纷跳进赣江消暑，
呈现千人共泳的壮观场面。当年11月，南昌的
日最高气温竟达31.2℃。

夏季热浪滚滚的济南，现在有了一个新称

号——“蒸城”。2007 年 6 月，济南
的气温多次超过 40℃，该市教育部
门两次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中小学
停课避暑。

目前，谁是新的“火炉”城市，
仍然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法。不过，
有人反问说，如果发展不科学、建
筑不节能、应对不充分，有几个城

市不是“火炉”呢？

郑州离“火炉城市”有多远

今年夏季，我国出现了“北热南凉”的反常
状况，石家庄出现 40.5℃的高温，素有“雪城”
之 称 的 牡 丹 江 市 ，连 续 两 天 最 高 气 温 达
37.5℃，我国最北端的漠河也达到了创历史纪
录的39.3℃。

据此，有人认为南方的“火炉城市”有“摘
帽”的趋势，高温肆虐的石家庄、西安、郑州等
北方城市，却有“戴帽”之虞。

近年来，炎热成了郑州夏季的主旋律，我
市多次跨入全国省会城市夏季高温榜前列。
气象资料显示：去年6月11日~20日，我市出现
37℃以上高温天气的天数达8天，是1961年以
来 44年内唯一的一次；6月 24日，我市最高气
温达 41.9℃，成为 1951年以来 6月下旬的最高
值。在省气象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气象
台总工程师李保生说：“几十年来，郑州从来没
有这么热过！”

前不久，大河论坛上一个题为《石家庄、济
南、郑州，中国新三大火炉》的帖子，赢得了郑州
人相当高的认同和点击率。还有市民在人民网、
商都网发帖说，感觉郑州逐渐成了“小火炉”。

谈到郑州高温频发的原因，郑州基准气候
观测站站长阮祥说，高温天气与城市环境变化
是分不开的。当城市越来越多的地表被建筑
物、混凝土和柏油所覆盖，绿地和水域的面积
减少，汽车、空调等散发的温室气体日益加大，

“热岛效应”使大气得不到冷却，城市的气温自
然就会越来越高。

常言道“大树下面好乘凉”，经过建设路、
中原路、纬一路等路段，记者感觉这些路段在
法桐高大的树荫遮蔽下，明显比阳光直射的道
路凉快不少。然而，近年来随着老城区改造步
伐加快，我市的草坪、花坛增加不少，林荫数目
却增加不多。不少市民反映，如今夏天在街头
行走，是“满眼绿，满头汗”。

“过去站在高楼上向下看，郑州城几乎全部
是绿色的；现在再看，只有郊外是绿的，市区则是
钢筋水泥的丛林中点缀着一些绿意。不停地砍
树造成今天的老百姓已不能充分享受绿色。”省
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龚绍东感慨地说。

越来越炎热的天气，也引起了很多郑州人
的反思。网友“闲钓碧溪”呼吁:“绿城”有可能
成为新火炉，我们心头应当敲响警钟！

市民王新民认为，这看似纯粹的自然现
象，背后却有人为的因素，市民应提高节能减
排意识，通过少开私家车、使空调温度不低于
26℃、节约用电等一点一滴的努力，防止郑州
迈向“火炉城市”。

本报记者 余英茂 文/图

民间传说只能归所有人所有
8 月 16 日（农历七月初七）

是七夕节，“中国牛郎织女文化
之乡”山西和顺举办了牛郎织女
文化旅游节（中华爱情节），中国
邮政集团总公司在和顺首发以
中国四大爱情传说之一为题材
的《牛郎织女》特种邮票。与此
同时，同样性质的节日和同样一
套的邮票首发式也在同样称为

“牛郎织女传说发源地”的山东
沂源举行。

黄梅戏《天仙配》，讲述的是
董永与七仙女的动人故事。但那
只是由传奇故事改编而成的戏，
没有谁会把戏当真。和顺与沂源
争夺牛郎织女传说发源地，怎么
看，也都像是一出戏。只是这出
戏在纷纷攘攘中，丢掉了牛郎织
女那富有诗意的神话的文化本
质，直奔了一个争利的主题。

和顺也好，沂源也好，都不
要试图去寻找什么，牛郎织女只
是个民间传说。这个由神话演
变而来的故事传说，既具有文化
价值和历史价值，又是美好无用
的，虚无缥缈的。故事传说，通
常是不可考的，也不能去作考
证。和顺方面提供的资料显示，
传说中，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发
源于天河梁下、沐浴池畔。可它
只能当个传说来说，不能较真

儿。既然织女是天上的人物，故
事传说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她和
凡间的任何一处实地实景都不
可能发生真正的对应关系。织
女不会去和顺会牛郎，也不会住
进沂源的织女洞。

和顺、沂源争夺牛郎织女
传说发源地，都有一个功利性
的目的，那就是搭旅游的戏台，
唱挣钱的戏。牛郎和织女只是
官员手中捞取政绩的工具，而
不是作为传统文化来弘扬。最
近，湖北郧西又加入到了牛郎
织女传说发源地的争夺中，由
此可见抢夺的激烈程度。毫无
例外，这种争抢都是由行政权
力 作 主 导 ，都 要 付 出 大 量 成
本。争来抢去，非但谁都抢不
到手，还破坏了这种文化遗产
的纯粹性和完整性。牛郎织女
的故事传说只有一个，作为文
化资源，人们所能做的，应是如
何珍视它、爱惜它。让它长久
地停留在舞台上，流转在文字
中，珍藏于所有人的记忆里。

织女不可能返回人间，那
就让她归天上所有。归天上所
有，才能归文化所有，归价值所
有。传说流布于大地，只有不
归一地所有，才能归所有人所
有。 伊 文

闲时争名人 忙来毁故里“闲时争名
人 ，忙 来 毁 故
里”。这样的“乌
龙”事件竟然没有“剧终”——自前不久江苏镇
江入围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宋元粮仓
遗址被破坏之后，8月17日被文化部授予“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安徽泗县又有“大手
笔”，近千年的北宋释迦寺惨遭不幸，为开发房
地产，将文物保护单位释迦寺毁坏，原址通过
竞价拍卖，成当地“地王”。

再往前追溯，今年4月20日的《中国经济
周刊》曾“打包式”报道过几个地方争名人归属
地新闻：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四地争夺李
白故里的事件未见分晓，河北省的临城县和正
定县又掀起了赵云故里争夺战，正定官方媒体
刊发社论，义正词严地指责临城县触犯了“赵
云故里”这道不可逾越的底线！

其实，对这样的资讯做出评论并不难。总
而言之，对名人故里归属地，争也好，毁也好，
全是那 GDP 闹腾的，而闹腾的主角则是地方
主官，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和形象工程情结使
然，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资格如此这般闹腾的！

说起争名人的动机，毁故里的需要，事中“主

角”肯定会竭力
自圆其说，说出
一 大 堆 大 道 理

来。我觉得，这里没必要和诸多大官人浪费口舌
而理论，因为，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只是“偏执狂”般地想起了那可怜的圆
明园。曾记否，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激起一代又一代人的义愤，拍成电影、写进史
书、编到教科书中，而且，140年过去了，圆明园
还是“原汁原味”地保留着它被毁后的模样，无
非就是想通过全方位、不间断、灌输式的教育
和教化，警示国人勿忘国耻，保护国粹。

但是，非常遗憾，这种教育和教化或许只
能对中小学生或者普罗大众起作用，而对于手
握权柄、急功近利的大官人那却是“宋江的军
师——吴用（无用）”！面对此类层出不穷的

“扒祖坟”现象，我只能重温那句古训“天作孽，
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聊表愤慨之情。

好在位列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宋
元粮仓遗址和近千年的北宋释迦寺名气似乎
还不够很大。谁要是有本事用N个理由把故
宫开发改造一下，弄成个“地王之王”恐怕也不
成问题，可是，你敢吗？？？ 党贺喜

本土有多少万套房子被空置？这是
个谜。5月和8月央视财经频道接连进行
了两期“空置房”的调查报道，调查结果显
示，北京、天津等地的一些热点楼盘空置
率达40%。还有媒体报道，“国家电网利用
智能网络，在660个城市查出一个数据，总
共有6540万套住宅电表读数连续6个月
为零”。 空置率跟高房价有关系吗？国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赵路兴
称，空置率跟高房价没有直接关系。

先说空置率。统计局称算不出空置
率，对于目前一些机构通过查水表、电表、
夜晚亮灯的调查方式，赵路兴认为不科
学。看一下他的一个理由：现在很多白领

晚上在酒吧，或者出差在外，有很多情况都
会影响此类调查结果的真实性。生活常识
告诉人们，只有不住人的房子，才会不用水
不用电，很多白领即使晚上泡吧，他们也会
回家，回家就会洗洗涮涮，更会在各个季节
使用各种各样的电器。就是出差在外，也
总有办完事回家的时候。他们中能有多少
人半年都不用水、电？不用水、电的房子意
味着没有人住，这还需要作其他方式的论
证吗？谈空置率，科学不科学只是有些人
嘴里的说辞、托辞，其本身就不是本着科学
的精神和求实的态度，因而也不过是自话
自说，或是向着个人利益的方向自拉自唱。

阔论空置率跟高房价没有直接关

系，给人以怪怪的感觉。它和人们的现
实感受距离太大，让人难以理解为什么
会有此一结论此一说法。现实中，是“有
人有房不住，有人没房住”。没房住，是
因为买不起房。有房不住，是因为钱太
多了，房太多了，多出的房子是用来投
资、投机的。只要钱是自己挣来的，是干
净的，拿来投资当然不会被人所不齿。
高的空置率会带来房价上涨，这不就是
经济学常识吗？就是不懂经济学原理，
空房子多了，必定会影响到市场的供求
关系，大家都去找房子买，自然就推高了
房价，这其中的逻辑关系及简单道理，能
会有多少人不知道？

应当说，空置房多了，跟高房价有直
接关系。方方面面都在影响着房价，空
置率亦是这方方面面里的重要因素。房
子这类资源作为经济学所言的稀缺品，空
置率高，不但与高房价有直接关系，而且
还与作为判断分配平等程度指标的基尼
指数有关系，与当下的贫富差距有关系。
作为住建部的官员，作为与房地产资本的
利益相关切的人，说出空置率跟高房价没
有直接关系这样的话，并无特别之处，无
非是在利用自己的话语权，迎合房地产资
本的诉求，替他们代一把言。这样的人要
是讲出利于弱势群体利益的话，那才叫特
别，那才是咄咄怪事。 今语

疑似打劫
最近，广安市广安区大寨派出所辖

区内的部分商家收到了派出所发来的请
柬，说是派出所乔迁，请大伙儿去当地一
家饭店赴宴。这事儿经网友披露后引起
不小的反响，普遍认为派出所是在向大
家要礼。8月12日的宴席已在当地的
随和饭店办了，昨日，大寨派出所的警官
对记者说，他们当日推不掉的万元礼金，
已在昨日上午全部退还。 焦海洋/图

充分发挥郑州核心增长极作用
构建中原经济区，对统筹城乡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形成统

一市场、有效利用资源、促进中部崛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同时，构建中原经济区，也为郑州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
遇。郑州必须实现率先发展，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功能整合作
用，带头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深刻调整，引导、培育和促进
中原经济区中主导产业、特色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促进郑州乃
至中原经济区的全面振兴。

郑州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是由其经
济社会发展的优势和条件所决定的。概括起来，郑州市主要有
三大优势：一是交通区位优势。二是人力资源优势。三是产业
基础优势。

根据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郑州作为核心增长极，在促进中
原经济区的发展中可以在四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中心城市的
龙头作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任何一个经济区的发展，都必须
以中心城市为龙头。郑州要充分发挥中原经济区中心城市的规
模效应和聚集效应，成为整个经济区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信
息中心、应用技术研发与推广中心、储运中心，实现多方面的集
约功能、规模功能、效率功能，起到带动经济区发展的龙头作
用。二是现代产业的先导作用。中原经济区要在主导产业、辅
助产业和基础产业方面，形成体系化、规模化、特色化的真正意
义上的经济区，就要结合政策刺激、政府引导、中心城市带动等
多种力量激活各类经济细胞不断健康发育。郑州作为经济区的
核心城市，要发挥其在某些产业、领域已经具有的国内外领先优
势，对经济区内具有发展前景和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以及经济运行
的模式起到引导、拉动作用。带动整个经济区现代产业的发展。
三是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郑州
科研院所门类齐全，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在中原经济区中万人拥有科
技人员和大学生数量最多。郑州可以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配置相结
合，整合创新资源，聚集创新要素，强化创新资源，扮演中原经济区中
创新引领者角色。四是民生建设的示范作用。改善民生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根本目的，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
全体人民共享，实现民生改善与经济建设的有机统一。郑州市近年
来以加快和谐社会建设为目标，坚持民生优先，统筹城乡发展，扩大
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取得很好成效。

为充分发挥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作用，郑州必须树立“核心都
市区”的发展理念，实施主城区和郑州新区的双核带动战略，培育都
核和副中心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调整各城镇的规模结构、空间结
构和功能分工，整合区域资源和经济优势，建成资源共享、生态共建、
产业互补、各具特色、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大郑州”；要深入谋划，推动

“三化”协调发展，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既要稳定农业生产特别是粮
食生产，又要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三化”协调发展；要强
化中心意识、竞争意识、机遇意识和创新意识，充分挖掘经济转型、技
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中蕴藏的巨大潜能，做到统筹、协
调、可持续发展；要重视联动效应。积极探索和研究经济区内各大、
中、小城市之间的社会化、专业化和体系化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
劳动分工，充分利用经济区内各城市的资源禀赋优势和区位优势，不
断培育经济区内各城市的比较经济优势和经济关联性，形成以郑州
为中心的产业体系与紧密的经济关系。 张红星 牛树海

展望中原经济区 畅想郑州新作为

郑州夏季高温天气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