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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城管部门
积极应对大风天气

全市131个自动站
极大风速逾 7 级

大风打哪儿来？气象专家答疑解惑
本报讯（记者张华 实习生 勾泽萱）昨日，来自市气象台的数

据显示，5月14日夜至15日，全市有131个自动站极大风速达到
7级以上。巩义市的山川站极大风速达到38.1米/秒（13级）。

13级大风是不是刷新郑州气象纪录的极大风速？
市气象台专业人士介绍“并没有达到历史极值”。据了解，

郑州国家气象站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出现在2004年 6月，13级
大风是指区域站出现的大风。区域战建站时间比较短，不具有
代表性。

今明两天，我市天气预报如下：16日，多云转晴天，偏南风
3~4级，阵风 5~6级，气温 19℃～32℃。17日，晴天间多云，偏
南风3~4级，阵风5~6级，气温23℃～36℃。

这场大风是怎么产生的？省气象台专家介绍，此次风力较
强的原因：一方面前期气温较高，有较强的不稳定能量。14日
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为32℃~35℃。另一方面高空冷槽引导强冷
空气南下，地面冷锋快速南压，在河南造成大风并触发对流，冷
空气大风和强对流大风叠加导致风力较强。

夏季为强对流高发期，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局地性和致
灾性强的特点，尤其需加强防范。针对大风天气，如居家需关好
门窗，加固临时搭建物。尽量减少外出，不要在广告牌和临时搭
建物下逗留。停止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进入室内或防风场所。

若遇大风恶劣天气
尽量避免乘坐电梯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昨日凌晨，在大风天气影响下，电梯
困人接警量激增，郑州市电梯应急处置中心快速响应、迅速处
置，15日 1时 30分至 2时 30分，96333平台处置电梯困人事件
17起，解救被困人员21人，困人原因均为大风导致电梯不运行，
电梯困人救援成功率达 100%，最大程度保障了全市人民乘梯
安全。

为什么大风恶劣天气会影响电梯运行？
郑州市电梯应急处置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空气对流的

影响，冷空气会通过走廊、车库、地下室等出入口进入电梯井道，
风施加在厅门门扇的缝隙上产生压力，导致关门阻力大，原先设
置好的电机关门力矩无法使部分楼层电梯厅门完全关闭，电梯控
制系统检测到电梯门未正常关闭，为了保护乘客安全不被挤压或
剪切，轿厢不会运行，从而产生电梯不运行的“故障”假象。

郑州市电梯应急处置中心提醒，在大风恶劣天气下，应尽量
避免乘坐电梯，选择步梯出行。如确需乘坐，应及时关闭单元大
门，减少大风对电梯厅门的冲击。如遇电梯发生故障，电梯在平
层且电梯门未关闭时应第一时间离开轿厢，及时向使用单位、维
保单位反映电梯故障情况。切勿使用外力强行关门，以免造成
不必要的伤害。如被困电梯，请及时拨打96333寻求帮助。

大风过后
倒伏小麦如何补救？

本报讯（记者 赵冬 通讯员 杨科）据气象部门监测显示，5
月 14日夜里至 15日，我市出现大范围大风天气，部分麦田出现
了点片倒伏，倒伏小麦如何补救？郑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
家给出具体补救措施。

不绑不扶。小麦灌浆前中期发生的倒伏，由于小麦穗头相
对较轻，特别是倒伏不太严重的麦田，植株自助调节能力较强，
可以不绑不扶，一般都能不同程度地恢复直立。对于灌浆后期
发生的倒伏，由于小麦穗头重，不容易恢复直立，盲目采取人工
绑扶等辅助措施，不仅费工，而且会造成茎秆二次损伤或折断。

防治病害。小麦发生倒伏后，茎秆和叶片互相堆叠，群体郁
闭，通风透光差，有利于病害发生和加重蔓延。倒伏麦田要根据
小麦生育时期和病虫发生情况，选用对路药剂，及时做好病虫害
防治，减少因倒伏引发的次生危害带来的产量损失。

防止早衰。倒伏易造成小麦茎秆、根系损伤或折断，茎秆运输
能力和根系吸收能力下降，破坏植株光合和水分、营养吸收，影响
小麦的正常灌浆。要结合病害防控，混合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
肥，增强植株光合作用，促进籽粒灌浆，延长灌浆时间，减轻早衰
危害。

科学收获。小麦倒伏后，机械收割难度加大，在籽粒蜡熟末
期或完熟初期组织适合作业的大型机械，通过适当调整拨禾轮
和割台位置，或逆倒伏方向收割的方式，确保收获质量，颗粒归
仓。同时密切关注倒伏后天气变化，尽量避免因降水造成小麦
霉变、发芽等损失。

大风导致车辆损坏能否理赔？
回复：只要购买了车损险，经保险公司勘察评估后可赔付

本报讯（记者 汪永森）昨日
8时许，金水区丰庆路街道巡防
队员赵忠豪向郑州日报“市民
热线”反映，北三环与园田路交
叉口向北约 200 米处，一棵直
径约半米的杨树倒下，砸中5辆
沿路停放的汽车，大树还挡住
了园田路车道，给大家的早高
峰出行增添了困难。

“两辆车被直接砸到，车

顶、车尾、车玻璃受损严重，其
余3辆车被刮伤。”赵忠豪介绍，
受损车辆的车主均已到场联系
保险公司，具体理赔还在核算
和协商中。

因自然灾害导致的各类车
辆损失，车主购买的车险能不
能理赔？一位保险理赔员介
绍，若因大风暴雨引发的高空
坠物、树木倒塌等导致爱车被

砸、损坏，只要购买了车损险，
保险公司勘察评估后是可以赔
付的。

此外，大风天气属于“机动
车损失保险”保险责任的自然
灾害，且保险车辆由于自然灾
害或意外事故，造成本车翻倒、
车体触地，属车损险保险责任
中的倾覆责任，也是可以赔付
的。

“巡鹅”之旅
本报记者 任思领 文/图

在北龙湖湿地公园，有一位忠实的“鹅粉”，名叫王建亭。从天鹅
“落户”北龙湖湿地公园后，王建亭受郑东爱鸟护鸟协会资助，担任起
了天鹅家族的管家。与众多参与天鹅保护的志愿者不同，王建亭几乎
天天都在这里守护天鹅，成了天鹅家族的专职“保镖”。从 2020年 11
月来到这里，如今已经是他“巡鹅”之路的第四个年头。

自从2019年年底疣鼻天鹅飞入北龙湖湿地公园后，一些热心市民
自发组成志愿者团队，担负起天鹅的保护工作。在保护过程中，志愿
者虽然尽心尽力，但对于一些突发状况还是无法及时赶到。过了不到
一年，王建亭来到这里，专职观察天鹅。“当时来的时候，都没听说过啥
叫天鹅，更别提认识了。”王建亭说道。

随着与天鹅打交道的时间越来越长，王建亭慢慢摸透了天鹅的习
性，与这些天鹅也有了感情。现在天鹅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什么时
候回窝休息，王建亭都一清二楚。“时间久了，看这些天鹅就像看自己
的孩子。”王建亭说道。哪只天鹅叫什么？什么时候来的？天鹅的窝
在哪儿？这些问题没有人比王建亭更清楚了。

从刚开始的不知道啥叫天鹅，到现在熟悉了解，王建亭用心呵护
着天鹅的成长。

今年5月，天鹅家族再迎新成员，在北龙湖湿地公园常常可以看到
天鹅爸爸、妈妈领着天鹅宝宝游弋觅食（如图）。可天鹅多了，烦心事
也多了。由于天鹅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经常有强势的天鹅欺负弱势
的天鹅。

“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力’（天鹅名）斗智斗勇一天了，它老想着欺
负‘队长’（天鹅名）一家，我要不看着，非得打起来。”王建亭说道。

话音未落，“大力”又迈着步子走向对面的“队长”一家。见此情
景，王建亭慢慢向“大力”的天鹅宝宝走过去，果然，一看到有人靠近自
己的宝宝，“大力”伸着头“嘶嘶”地走向王建亭。旁边的志愿者和游客
看着这一幕，都不禁笑出了声。

王建亭说：“有时与天鹅斗智斗勇也挺好玩的，‘大力’有时候也盯
着我去哪儿，一看我不在，准又往‘队长’家跑。”

随着北龙湖的天鹅数量越来越多，来此参观的人也变多了，如何
有效地保护天鹅成了王建亭和志愿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以前这里有不少钓鱼的，鱼钩对天鹅的危害很大，一旦吃下去，
很可能会危及生命。”因此，王建亭的主要工作之一便是来回巡视，察
看天鹅的健康状况，一旦发现天鹅有异常，他便会联系志愿者或者动
物医生及时救助，以保证天鹅的健康。

另外，放风筝也是天鹅的潜在威胁之一。北龙湖的沙滩很空旷，
所以有人会选择在此放风筝，但风筝线会成为天鹅的“空中杀手”。

“天鹅起飞是不定时的，有时嬉戏玩闹也会起飞，一旦在空中撞到
风筝线，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尽力保障天鹅的生命安全，王建亭会联
合森林公安、水上派出所以及公园内的保安一起巡视。

在来到北龙湖湿地公园当专职“保镖”后，王建亭陆续参与建成了
11个天鹅孵化点，几乎每个拦网都是他树立的。

“因为湿地公园内的天鹅分布相对分散，所以天鹅的保护不是一
个人能完成的，还好有很多志愿者前来参与。”王建亭认为，在天鹅保
护中最重要的还是靠大家的自觉，要树立保护它们的意识，才能长久
地在这里看到天鹅。

第一次见到王红霞，是在郑州市
残疾人康复教育中心二楼一间教室
内，她正认真地在电脑上创作着自己
的作品（如图），双拐放在离她不远处
的角落。她讲述了自己遭遇意外后的
心境变化和不断学习技能的历程。在
她的电脑桌上，花瓶内的几枝向日葵
开得正艳，正如她坚强的斗志和向阳
而生的精神。

遭遇意外她没有放弃

“最初，我真的觉得天都要塌下来
了。”王红霞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
眼眶渐红，声音微微颤抖。

“2000 年，我 18 岁，一场车祸让
我运动神经受损，当时只能意识到自
己躺在病床上，其他全都感觉不到，更
别说和以前一样蹦蹦跳跳了。”王红霞
说，医生最初判定她可能是个植物人，
要卧床一辈子。幸运的是，半年后她

可以站起来了，但仍需借助双拐。
“当第一次借助双拐站起来的那

一刻，我觉得自己的命运回到了自己
的手中。我必须做些什么，不能被困
难打倒。”王红霞下定决心去做自己想
做的事，学自己想学的技能。

学习技能她投资自己

王红霞从事客服工作，她说可以
帮许多人解决问题，她很喜欢帮助别
人，觉得容易从中获得满足感。因为
自身共情能力较强，喜欢倾听和安慰
客户，为客户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因
此，她的工作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在她做客服一段时间后，她拥有
了一定的经济能力，便开始投资自己，
去学习多项技能，为自己充电。王红
霞说她报考了驾校，在不断练习下，她
顺利拿到了 C5驾驶证。“来这里学习
是因为在交流群内，有人推荐了郑州

市的残疾人康复教育中心，说这里可
以免费学到很多技能，我二话不说就
来到这里，因为对平面设计感兴趣，就
报了平面设计班。”王红霞于去年 12
月来到郑州市残疾人康复教育中心学
习平面设计，现在，她能用一个素材做
出多种不同效果的设计图。

走出悲伤她向阳而生

“我很喜欢鲜花，尤其是向日葵，看
到它们就让我充满力量，也是我学习感
觉累的时候的调味剂，我也希望我能像
它们一样，追逐阳光，向阳而生。”王红
霞看着桌子上盛开的向日葵说。

“生活仍需要继续，但我不能就此
放弃，我不能停留在那个悲伤的时刻，
让自己走出来，学习更多知识，要像向
日葵一样，再一次面朝阳光。”她看着
花瓶内的向日葵，一脸自信和坚定，笑
说着以后的自己。

省科普讲解大赛
郑州分赛区开赛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陶然）碳纤维有什么特点？“三牛精神”对我们
有何启发？卫星导航系统能干什么？昨日，由郑州市科学技术局主办，
郑州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承办的 2024年河南省科普讲解大赛郑州赛
区大赛在哈工大郑州研究院举行。

本届赛事的主题为“弘扬科学家精神 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旨在
激发公众的科学兴趣和探索热情，推动全民科学素质工作提质增效。
经过激烈角逐，本次比赛，成年组和少年组中每个组各评选出一等奖1
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共18人获奖。

参赛的 46名选手是由郑州市 16个区县（市）科技主管部门推荐
的，其中，成人组 23人，少年组 23人。成人组、少儿组的选手通过自
主命题、随机命题的讲解形式，让科普知识形象化、科技成果生活化，
讲解主题涉及科技、农业、交通、气象、环境等众多学科。

“科普讲解大赛既是一个展示科技创新成果的平台，也是一个传播
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促进科普人才成长的重要载体。”市科技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郑州市首次举办郑州赛区大赛，就是为了吸引更
多的科普工作者、科技爱好者以及广大青少年，积极投身科普事业，讲
好郑州的科创故事、重大科技成果、科学家精神，充分发挥好大赛培养
优秀科普人才、广泛传播科普知识、传递正能量的平台作用。

据悉，此次大赛的优秀选手还将择优推荐参加2024年河南省科普
讲解大赛。下一步，郑州将充分凝聚社会各方力量，扎实推动科技资源
科普化，让公众领略和感受科学的魅力和科技发展的蓬勃力量，有效推
动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两翼齐飞”。

本报讯（记者 谷长乐 文/
图）5月 14日晚，郑州市出现大
风强对流天气，全市各级城管
部门迅速行动，开展抢险应急
处置，恢复城市市容市貌。

受大风影响，市内多个路
段出现树木倒伏、倾斜和断枝，
隔离护栏、施工围挡倒伏等状
况，影响市民出行。市景观中
心、市政抢险部门第一时间对
辖区行道树、路灯、广告牌等进
行排查，发现灯杆倒伏 1处，灯
具破损6处，楼体夜景设施破损
脱垂13处，户外广告破损8处，
均已做好现状保护，涉及高空

作业的待天气条件好转后集中
修缮。已累计清理倒树 1101
株、断枝 5700 余处，清理整治
倒伏隔离护栏 300 余处、施工
围挡 80 余处。市民若发现有
树木倒伏情况可拨打 12319城
管热线反映。

“两河一渠”滨河公园因
大 风 天 气 导 致 树 木 倒 伏 12
棵，监控杆刮倒 1 个，河道部
门发现问题后立即拉警戒线
设置警戒区域，及时清理倒伏
树木及监控杆，全力保障市民
游玩安全。大风过后，根据应
急预案合理调整作业机制，环

卫部门科学调派作业人员、机
械、车辆以及收运设备，加大
环卫保洁巡查作业力度，共计
出动环卫保洁人员 26523 人，
出动各类环卫车辆 2284 辆，
清理地面断枝 11150 余处，清
理断枝落叶垃圾等 1800 余立
方米。

目前全市市容市貌已基本
恢复正常，郑州市城市管理局
将坚持“百姓城管，服务百姓”
的工作理念，统筹全市城管力
量，做好上路巡查排查和应急
处置工作，确保城市容貌整洁、
市民出行安全。

防灾减灾防灾减灾 安全你我安全你我

“要像向日葵一样，再一次面朝阳光”
本报记者 黄栖悦 文/图

交警城管企业携手共治
营造银基商圈良好环境

本报讯（记者 汪永森）5月 14日，郑州交警三支队联合管城区执法
局及南关街办事处，召集银基商圈周边物流企业员工代表开展以“安
全在我心、文明伴我行”为主题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营造“人人争当
文明交通践行者、推动者”的浓厚氛围。

近期，三支队车站大队多次与管城区执法局及南关街办事处探讨
改善辖区交通道路环境的治理措施，并结合日常工作重点难点以及工
作中发现的交通安全隐患，共同营造银基商圈周边良好的交通环境。

宣传活动中，三支队车站大队大队长王杨讲解了辖区周边典型交
通事故案例，提醒企业员工坚决杜绝超员超速、随意变道、闯红灯、疲
劳驾驶、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要求驾驶员树立安全出行、文明交
通的意识，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做到安全文明出行。

管城区执法局代表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固树
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落实安全责任制度，对车辆安全管
理、日常安检、驾驶人及从业人员日常安全教育等工作进行全面自查，
抓好各项措施落实，确保运输安全。

王杨表示，车站大队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20周年之际持续扩大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市民交通安全
意识，争做文明交通参与者。

点赞！街头一群人在风中抢险
本报讯（记者 徐富盈 通讯

员 郭建勇）5月 14日晚，市区多
处路段行道树被大风刮断树
枝，快车道上的隔离护栏被刮
倒，给早上出行的市民带来不
便。市政与绿化人员纷纷上街
进行抢险处置，热心市民也踊
跃加入到抢险队伍中。

中原区市政联合绿化养护
班组迅速开展道路巡查、绿化
抢险工作，优先处置接近电缆

的行道树，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早上 7 时，陇南社区巡防

队员巡逻到陇海路与秦岭路
交叉口时，见到路口向西快车
道上有近百米的隔离护栏被
大风刮倒，车辆被堵，队员连
忙 上 前 将 隔 离 护 栏 扶 起 摆
正。在秦岭路陇海路口，人行
道上一棵法桐的树枝被大风
刮断，堵塞了交通，行人与巡
防队员一起将断枝拖到路边，

不影响市民通行。
截至昨日 10时，中原区市

政部门共出动 452 人、各种车
辆设备 78台，处理树木倒伏 32
处，断枝清理268处。

中原区基础设施事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大风之后，中
原绿化部门所有人员积极开展
大风应急抢险工作，以减少道
路险情，为市民生活出行减少
困难。

市政人员迅速行动，开展抢险应急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