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计我省7月下旬至8月上旬降水偏多两成左右

“七下八上”关键期 抓实措施防大汛
  □记 者　方垒　
   通讯员　顾谦　霍德舟　报道
　　本报济南7 月 22 日讯　这个夏天，
山东降雨异常偏多。来自省气象台的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第3位多值，入汛以
来降水量为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预计“七下八上”我省降水仍将偏多。
　　具体来看，今年以来（截至 7 月 20
日），全省平均降水量450 . 0 毫米，较常
年偏多 44 . 3%。滨州、枣庄、潍坊、青
岛、东营、淄博等6市偏多五成以上。入
汛以来（6 月 1 日－7 月 20 日，下同），
全省平均降水量 3 9 5 . 0 毫米，较常年
（189 . 4 毫米）偏多108 . 6% ，为1961 年以
来历史同期最多，全省各市均偏多五成以
上，其中青岛、枣庄、潍坊、滨州、日
照、淄博、东营、济宁、菏泽等9市偏多
1倍以上。
　　“不仅暴雨过程多，且极端性强、多
地破历史极值。”省气象台气象专家介
绍，入汛以来，我省先后经历6月26－28
日、 7 月 5－7 日、 7 月 11－12 日 3 次大范
围区域性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全省平
均暴雨（日降水量≥ 50 毫米）日数 2 . 4
天，为 1951 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
最多，其中大暴雨（日降水量≥ 100 毫
米）日数0 . 7 天，较常年同期（0 . 1 天）
偏多6倍，全省22个国家气象站单日降水

量突破历史同期极值。
　　当前，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
关键期。根据省气象台预报，7月下旬至
8 月上旬，全省平均降水量 140－160 毫
米，较常年（ 126 . 0 毫米）偏多两成左
右。其中，烟台、威海2市偏少1－2成，
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青岛6
市偏多1－2 成，其他各市偏多2－3 成。
淮河流域山东段降水偏多1－2 成，可能
出现阶段性洪涝。
　　根据水利部门最新预测，“七下八
上”期间，沂沭泗水系、山东半岛诸河、
大汶河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黄河中下
游、海河南系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我省防
汛形势严峻。省水利厅7月21日印发《关
于做好“七下八上”关键期水旱灾害防御
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水利部门迅即转
入防汛关键期工作状态，立足防大汛、抢
大险、救大灾，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
到位。
　　强降雨期间要加强水利工程防守力
量，尤其要密切关注前期蓄满溢洪小水库
的安全运行状况，提前做好洪水漫坝防范
准备。水利工程调度方面，大中型水库要
严格执行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强降雨过后
在确保下游安全的前提下，尽快降到汛限
水位以下。坚决克服惜水思想，根据天气
预报情况，以及纳雨能力分析结果，提前
组织预泄腾库，留出必要的防洪库容。同

时，进一步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和山洪灾害
防御等，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省气象台气象专家表示，预计“七下
八上”全省主要降水过程有4次：7月22
－23 日，7 月 30－31 日，8 月 3－4 日，8
月 6－7 日。鉴于影响我省气候的因素非
常复杂，气候预测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气象部门将密切监视天气气候变化，加强
分析研判，及时滚动订正预测。
　　此外，“七下八上”期间，我省还将
出现阶段性高温天气，全省平均气温27 . 5
～ 28 . 5℃，较常年（27 . 1℃）略偏高。
应关注高温高湿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
响，做好防暑降温及供电应急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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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招生已录

山东考生219207人
争取部委属高校增加招生计划500余个

  □记者　方垒　报道
　　本报济南7 月 22 日讯　记者今天从
省气象台了解到，受气旋影响，22 日傍
晚至23 日上午，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
显降雨过程，并伴有雷电，省气象台等
22 日先后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地质灾害
气象风险预警和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预计全省过程平均降水量30－50 毫
米，其中，聊城南部、菏泽、济宁、枣
庄、临沂、日照、泰安、济南南部、淄博
南部、潍坊南部和青岛南部有大到暴雨局
部大暴雨（ 40－70 毫米局部 100 毫米以
上），最大小时降水量50－80 毫米，雷
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10级。
　　根据未来24 小时降雨预报及前期实
际降雨量分析，省自然资源厅、省应急管

理厅、省气象局22 日 16 时 30 分发布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济南南部、泰安大
部、济宁东部、枣庄大部、淄博南部、临
沂大部、潍坊西南部、日照、烟台南部、
威海西部、青岛南部沿海降雨引发地质灾
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当地政
府及相关单位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22 日 18 时联合
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2 日 20 时
至23 日 20 时，泰安、济宁、淄博市局部
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
警），泰安、济南、淄博、潍坊、临沂市
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
色预警），泰安、济宁、济南、淄博、临
沂、潍坊、青岛等市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山
洪灾害（蓝色预警）。

强降雨再至　三预警连发

　　□记者　毛鑫鑫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增强我省水产种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了水产种业领军企业遴选工作，择优确定26家
单位为水产种业领军企业，并于日前公布名单，有效期到2025 年底。其
中包括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刺身类、威海长青海
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贝藻类、烟台开发区天源水产有限公司等7
家海水鱼类、微山县南四湖渔业有限公司等3家淡水鱼类、邦普种业科
技有限公司等4家虾蟹类、山东蓝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其他
类别的种业领军企业。
　　省农业农村厅将对种业领军企业实行动态管理，根据企业申报的
重点攻坚任务，每年进行一次绩效评价。各市渔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水
产种业领军企业的支持、指导，切实发挥领军企业在创新攻坚、标准化
生产、科学化管理、规模化经营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要突出科、企联
合攻关，制种、育种协同发展，逐步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
体系。

山东推进玉米“一防双减”

我省确定26家
水产种业领军企业

  □记者　陈晓婉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关于实行危险废物分级分
类管理的通知》，开展危险废物分级分类差异化管理。根据《通知》，我省
对危害性大、易发生非法转移倾倒的危险废物实行重点监管，维护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我省危险废物产生量大、种类繁多，“防风险、守底线”任务较重。前
期，我省对全部种类的危险废物进行了分析研判，确定了195 种进行重
点风险管控，形成了《危险废物重点风险管控清单》。根据《通知》要求，
各市要将产生《管控清单》中危险废物3吨及以上的产废单位和危险废
物经营单位作为重点风险监管单位，其他产废单位作为一般风险监管
单位。对危废企业，我省实行省、市、县三级分级监管。根据《通知》，各市
生态环境局要组织各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对危险废物重点风险监
管单位每半年开展一次全覆盖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违法问题的单
位，当年度检查频次增加至每季度一次。对一般风险监管单位的监督检
查，按照生态环境“双随机、一公开”有关规定组织开展。各市生态环境
局每年1 月和7 月对各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检查情况进行一次抽
查，并将抽查情况报告省生态环境厅。省生态环境厅将定期对重点风险
监管单位开展现场帮扶，并对市、县生态环境部门检查情况进行抽查。
省、市、县三级分级监管将依托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智慧监管系统
开展，并将检查结果实时上传。

我省实行危废分级分类管理

  □记者 王原 报道
　　本报济南7 月22 日讯 今天，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举行2022
年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媒体开放日活动，并介绍录取进展情况。据悉，
各类别提前批招生录取于7月17日结束，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常规
批、春季高考本科批第1次志愿录取于7月21 日结束，普通类特殊类
型批和常规批第1次志愿投档已结束。截至目前，我省2022 年普通高
校招生已录取考生219207 人。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副院长、新闻发言人李春光介绍，今年高校招
生集中录取工作自7月5日开始，到8月8日结束，仍分为夏季高考和
春季高考两种类型。其中，夏季高考分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三
类，按各自类别分批次录取；春季高考分 38 个专业类别，分批次
录取。
　　李春光说，省招考院通过完善录取工作机制，确保录取结果准
确。建立“三个一”工作守则，即执行一本手册，坚守一份承诺，使
用一套规范用语，编制《2022 年录检工作手册》，汇集录取工作进
程、工作职责、录检流程、录取政策、招生文件等，打造山东录检严
谨高效、热忱服务形象。科学制定录取机制，在投档工作开始前，针
对高校招生章程外语语种、性别、单科成绩等特殊要求精准制定投档
办法、设置投档模板，避免考生因不符合高校录取要求被退档情况的
发生。在录检过程中，实行“两人互检”机制，在各自录检工作初步
完成之后，互换位置、交替录检、相互印证，确保录检工作精准、
精确。
　　优化考生服务措施，提升服务水平。志愿填报期间，省招考院设
立高考政策咨询平台和值班咨询电话，安排6名工作人员接听咨询电
话。在录取现场设置4个信访接待室，公布监督电话，安排12名工作
人员接听来电、接待来访。
　　坚持考生利益最大化，积极争取招生计划。在计划编制阶段，积
极争取部委属高校增加招生计划500 余个。在集中录取阶段，安排27
名录检人员与全国1884 所高校沟通联络，主动介绍我省优质生源情
况，努力争取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在我省增加招生计划。截至目
前，提前批、特殊类型批增加计划100 余人，普通类、体育类常规
批、艺术类本科批增加计划1600余人。

  □记者　毛鑫鑫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玉米是我省秋粮生产的大头，目前已进入喇叭口
期，多种病虫害开始集中上升危害。日前，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印发《2022 年玉米“一防双减”技术意见》，提出各地要强化监测
调查，提早谋划防控工作，重点做好草地贪夜蛾、玉米螟、玉米穗
虫、玉米叶斑类病害、玉米锈病等病虫害防控，打好“虫口夺粮”攻
坚战，实现秋粮稳产丰收。
　　“一防双减”是指在玉米大喇叭口期将杀虫剂和杀菌剂混用，对
病虫害进行一次性防治，达到玉米生长后期减少害虫基数和减轻病害
危害程度的目的，确保玉米增产增收。《技术意见》提出，要将统防
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推进，综合利用多种措施，有效压低前期基数，
打好防控基础，提高“一防双减”效果。成虫高峰期，采用杀虫灯、
性诱剂、生物食诱剂等进行诱杀，减少虫源；在草地贪夜蛾、玉米
螟、棉铃虫等成虫盛期，大面积规模化利用无人机释放寄生蜂等天
敌，有效降低害虫种群基数；心叶末期，用苏云金杆菌颗粒剂撒施心
叶内或喷施球孢白僵菌，防治玉米螟；病害初发期，用枯草芽孢杆菌
喷雾防治茎基腐病、大斑病等。
　　要合理配方，提高“一防双减”针对性。根据气象预测，下半年
气温偏高、降水偏多，有利于病害发生，要特别注意预防控制玉米锈
病等重大病害，指导防治组织和农民群众调整以往“重虫害轻病害”
的策略，根据病虫发生实际，组配杀虫杀菌药剂混配施药，实现病虫
兼顾同治，确保防治效果。
　　另外，科学确定最佳防治适期，确保防控成效。针对草地贪夜
蛾、玉米穗虫、玉米锈病等晚发病虫害，历年发生重、风险高的地
区，要结合病虫实况科学调整“一防双减”实施时机，适当延后实
施。后期密切监测关注病虫动态，防治效果差或后期病虫上升快的地
块，要及时做好二次防治。
　　近期，中央财政2022 年第四批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已下达
地方，各地要积极同财政部门沟通，严格按要求用好资金。同时，要
规范用好上半年中央财政项目结余资金，积极统筹整合地方资金，强
化重大病虫防控支持，加大政府购买病虫害防治服务，全力做好玉米
等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

  □　本 报 记 者 　纪 伟　
    见 习 记 者 　王思晴　
    本报通讯员　 张圣虎

　　7 月 19 日， 43 岁的蒙阴县旧寨乡长
岭村村民刘刚起了个大早，从桃园里摘了
几筐黄蟠桃，到邻村的市场上售卖。
　　上午9点，莲汪崖村黄桃交易市场人
声鼎沸。两座交易大棚足有10 米高，支
撑大棚的是几十根钢柱，每两根之间都挂
着一块标牌，有的写着湖北、黑龙江等省
份名，有的写着客商代理的品牌名称。牌
子下停放着大小不一的货车，每位客商都
会在当地雇三五名分拣工人，将桃农送来
的桃子分类、装箱，再根据运输距离的长
短，选择装车或者暂存在大棚东侧的冷
库中。
　　刘刚的黄蟠桃送到了湖北客商刘基文
的货车前。刘基文拿起几个桃子左右旋
转，查看色泽饱满度和果皮光泽度，再闻
一闻气味，大致判断出甜度。两人合作多
年，只十几秒时间，刘基文便爽快地给出
了每斤5元的收购价。
　　两人握手，生意谈成，但刘基文既不
掏钱，也没有拿出手机转账的意思，只是
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写下双方姓名和
重量价格等信息，又将纸片撕下递给刘
刚。“老刘会把货款付给市场负责人，等
一季桃子卖完，我再拿着这些单子去找市
场负责人清账。”刘刚说。
　　摸索出这套交易规则的人，是莲汪崖
村黄桃交易市场负责人张丽丽。 2 0 1 9
年，为了帮助桃农与客商精准对接供需，
她在家门口流转出这片土地，建起了大棚
与冷库。“桃子一旦熟透，采摘、预冷、
运输都需要争分夺秒，桃农大多上了年

纪，卖桃只认现金，要是在找零凑整上和
客商掰扯起来，很费时间，所以我们就制
作了这种结款单，方便大家交易。”张丽
丽告诉记者，目前这个交易市场里有 50
多家客商同时开张，北到黑龙江，南到广
东，口音是天南地北无所不包，但所有来
这里卖桃的村民都认这张带有标号的结款
单。在张丽丽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大大小
小的账本，昨天的交易量已经统计出来，
超过20 万斤。据张丽丽介绍，这个市场
的交易量在8月初会迎来高峰，到那时日
交易量会超过50万斤。
　　“今年桃子授粉的时候太阳有点毒，
花粉被晒伤后导致桃子减产，大家普遍反
映减产量在20%左右。但好在冬天没有冻
害，雨水也不强，桃子的甜度和好果率都
提高不少。”张丽丽对今年桃农的收入给
出了结论——— 减产但增收。
　　蒙阴县的桃园里种着几十个品种的桃
子，仅蜜桃这个大类，细分下去就有十几
个品种，产量价格各有不同，总体收购价
大致分布在每斤2 元到6 元之间。张丽丽
不知从哪里拿来一只淡粉色的桃子，她告
诉记者，这是近年来当地单价最高的品种
奶蟠。奶蟠个头不大，直径仅有五六厘
米，但不用咬开果肉，闻一闻就有一股浓
郁的甜香。“奶蟠种植要求高，亩均产量
仅有2000 多斤，但品质很高，所以物以
稀为贵，价格就上来了。”张丽丽说，正
是因为品质高、品类全，全国各地收桃的
客商都来蒙阴。今天还有一个外地的客
商，带着安徽产的桃子来这里售卖，就是
为了卖出更好的价格。
　　刘基文从5月底第一批桃子成熟，就
来到了莲汪崖村，住在附近的旅馆里，一
直要到9月底才回湖北。他在蒙阴县收购
的桃子经过冷库预冷后，装车运到湖北的
批发市场，再批发给当地的超市和水果
店。和刘基文摊位相邻的客商来自广东，
负责人是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采购员，他

收购的桃子直通超市货架。
　　谈起客商扎堆的原因，每年都来蒙阴
收桃的刘基文表示他最有发言权。“蒙阴县
在北纬35°到36°之间，这是蜜桃的黄金生
长带。”刘基文说，这就是老天爷帮忙。
　　除了“天时”和“地利”，蒙阴蜜桃还占
了“人和”。卖完桃子，刘刚驱车回家，他一
边开车一边告诉记者：“别看老刘年年来收
桃，但他不种桃，有些事不明白，先天条件
只是一方面原因，蒙阴蜜桃能在全国出名
靠的还是我们管理技术好、品种更新快。”
　　蒙阴县的蜜桃种植已走过四十多年历
程，该县探索生态富民之路，80%的山地
丘陵都种上了蜜桃。目前，蒙阴县蜜桃种
植面积71 万亩，年均产量稳定在20 亿斤
左右，2021 年实现产值54 . 8 亿元，蜜桃
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山东省的三分之一，
居全国县级第一位，当地农民80%的收入
来自蜜桃。在“ 2021 中国品牌价值评价
信息发布暨中国品牌建设高峰论坛”上，
蒙阴蜜桃以品牌强度 8 4 6 、品牌价值
257 . 81 亿元，位列全国区域品牌价值榜
100强第十、蜜桃类第一。
　　回到刘刚的桃园，桃树上大多已空空
如也。刘刚家的桃子从6月初开始采摘，
如今已卖掉大半，只剩一片黄蟠桃树上还
挂果，但果子都集中在中下层的树梢上。
“上面的桃日照充分，甜度高，所以最先
摘下来卖掉，摘了两三次后就只剩下面甜
度不高的桃。”刘刚说，同样一棵树，一
般顶层的卖五六元，中下层的只能卖三四
元。今年雨水不算大，所以桃子的甜度整
体都上了一个台阶，今天卖掉的桃子都是
从中下层摘到的，能卖出5元的高价让他
非常满意。
　　刘刚家三代种桃，侍候桃树是祖传的
手艺。即便如此，刘刚还是每年都要去县
城和镇上参加五六场技术培训会。因此，
到了刘刚这一代，在同样的桃园里有了不
一样的种法。

　　侍候桃树无外乎浇水、剪枝、疏果、
施肥、套袋几个步骤，但每个步骤里都有
大学问。就拿施肥来说，以往桃农都是等
桃子收完后过一两个月再施肥，但去年专
家来培训时，提出一摘完桃子马上施肥效
果最好，这个时候的肥叫作“月子肥”，
就像人生完孩子在月子里要补充营养一
样。今年，刘刚又从培训班上学到了一
招——— 垄沟施肥。当地传统的施肥方式是
以树干为圆心，挖出一条条放射状的小
沟，肥料沿着小沟流向树干。但几个月前
的一次培训班上，有专家提出在一排桃树
旁统一挖出一条垄沟施肥即可，省肥、省
力还能控制果树长势。
　　桃园中有几棵桃树上缠着细小的绷
带，刘刚解释说这是在试种新品种。不需
要刨掉老树种新苗，只需在老树上嫁接新
品种的树枝，就能种出新桃。“县里推广新
品种时，给每家发几根枝子，桃农回家嫁接
即可，因此我们的品种更新特别快。”
　　除了种桃，刘刚还兼职育苗。为了去
外地推广种苗，他经常去各地参加蜜桃比
赛，得过 2019 年全国优质桃品鉴会金
奖、 2021 年临沂市桃王擂台赛金奖……
刘刚说，靠着真刀真枪的比拼，这些年有
不少外地种桃合作社请他去讲课，春秋两
季农闲时他在外地的讲课时间累计超过一
个月。“其实我的技术在县里不算最好
的，像我这样的土专家还有很多。”
　　吃过午饭，刘刚打开微信，和湖南桃农
刘奕辰交流剪枝的技术细节。2019 年，湖南
衡阳的一家农业公司购买了刘刚的种苗，
还专门派了两个学农业的大学生来旧寨
乡，跟刘刚学习种桃，持续了一个多月。
　　晚上8点，山村降下夜幕，刘刚拿出手
机支架，开始直播带货。虽然直播间里仅有
几百人，却不时有订单发送过来。据刘刚介
绍，他的直播间旺季时一天能卖出1000 多
单，销量 5000 多斤，并不比客商的收购
量低。

大暑三秋近　瓜李漫浮沉
  □ 本报记者　卢昱

　　今日大暑。古人认为暑即热，在热的
程度上有大小之分，农历六月初为小暑，
月中则为大暑。
　　大暑正值“三伏”，此时雨水多、湿
气重，是一年中最热的时间段。古人对大
暑的观察细致入微，这一节气的三候颇有
意趣：一候腐草为萤，陆生的萤火虫产卵
于枯草上，大暑的头五天，萤火虫卵化而
出，古人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变成的，这
正是一年观赏萤火虫最好的时节；二候土
润溽暑，大暑节气的第二个五天，天气闷
热，土地潮湿；三候大雨时行，大暑节气
的最后五天，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这大
雨使暑热减弱，时间朝着三秋奔赴。
　　伏天的高温为喜温的农作物生长和高
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由此，关于大暑的
农谚极多，如“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
（指早稻）”“小暑雨如银，大暑雨如
金”“伏里多雨，囤里多米”“大暑连天
阴，遍地出黄金”。根据大暑的炎热情
况，还可以预测后来的天气，如“大暑
热，田头歇；大暑凉，水满塘”“大暑

热，秋后凉”“大暑热得慌，四个月无
霜”“大暑不热，冬天不冷”“大暑不热
要烂冬”等。
　　当下，即使有了高科技加持，各种反

季节种植模式频出，农人们依旧沿袭顺
应天时的智慧。“大暑来了之后，天气
预报说要下雨，我得赶紧检查一下排
水。今年雨水比较多，地里的瓜果菜粮

更 得 好 好 管
理。” 7 月 22
日下午，潍
坊市寒亭区
固堤街道大
流河家庭农场，
负责人朱松松查看完定植不久
的芹菜，又钻入 400 多亩的玉米
地里。潍坊近来雨水偏多，当地种
芹菜、菠菜的计划也都往后顺延了。
朱松松指着在地里干活的十多个乡亲
说，中伏、末伏天将种植流河菠菜、潍
县萝卜。
　　在酷热天，人们偶尔会食欲不振、
精神不佳。多地除了有夏夜纳凉、泛舟
赏荷等习俗外，还有诸多调理饮食的做
法。尤其是沁过井水的西瓜、桃李等水
果，几口下去，凉彻心底，暑气已去
大半。
　　大暑过后，夏将尽，稻谷抽穗，蛙
声四起。菜园里、田野中，孕育着农人
的下一轮希望。土地是节气的围栏，节
气是农人的期许。当大暑轰隆而过，
“轻寒可人”的秋便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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