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温红色预警终于结束
下周高温不那么“狂”了

星报讯（记者 祝亮） 昨日，在史无前例的

连续发布了10天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后，省气象

台终于下调了高温预警级别，改为橙色。这也

是自7月23日此轮高温天气以来，我省首次降

低高温预警级别，或许这也意味着此轮高温终

于开始走向“下坡路”。另外，昨日我省各地气

象部门也仅有歙县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

警信号。

据省气象专家预计，未来一周我省仍持续

少雨，仅山区部分地区午后有短时雷阵雨天

气，旱情仍将持续；最高温度仍有35～39℃。

用电负荷 2658万千瓦！
我省今夏第11次创纪录

星报讯（陈巍巍 诸冰羽 记者 李尚辉） 高

温晴热天气持续，安徽省用电负荷继续向高位

上行，8月14日晚间，全省统调最大用电负荷

2658万千瓦，今夏第11次刷新历史记录。目

前,全省电力供应预警等级已升至橙色。

记者另从合肥供电公司获悉，8月15日12

时55分，合肥电网负荷达458.9万千瓦，今年迎

峰度夏期间第11次突破历史记录。

拦蓄淮河水15亿立方米
我省蓄水保灌溉

星报讯（星级记者 俞宝强） 昨日，记者从

省防指获悉，淮河河道管理部门调度控制性水

闸，蓄水保灌溉。截至目前，通过拦蓄淮水增

加蓄水量约15亿立方米，为沿淮各地用水提供

较为充足的水源。

蚌埠闸是淮河干流上一座大型控制性工

程，该闸适时拦蓄7月中旬受“苏力”台风影响

的大别山区下泄洪水，蓄水水位抬高至18.5米

左右，较正常蓄水位抬高0.5米～1米。

我省14日紧急启动
省级Ⅲ级救灾应急响应

星报讯（叶翔 记者 赵莉） 高温天持续

多日，我省旱情进一步加剧。记者昨日从省民

政厅获悉，8月14日22时，省减灾救灾委、省民

政厅针对近期全省旱灾给受灾群众造成的生

活困难，连夜紧急启动省级Ⅲ级救灾应急响

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协助开展

救灾工作。

记者走访六安多个茶企了解到，

持续多日的高温干旱天气对六安众多

茶叶生产基地并没有造成多大压力，

加上8月11、12日连续两次的强对流

天气带来的降雨，有效缓解了旱情和

高温。

“六安的茶叶属于春茶，且茶园都

是生长在山区里，生态环境比较好，因

此受到的影响比较小，影响比较大的仅

有一些生态环境不好的外山茶园。”六

安中绿茶坊的负责人方正福告诉记者：

“我有400亩茶树，年数久的老树因为

根部深，能顶得住暴晒和干旱，只有一

部分刚种一两年的小树，受到一定影

响，不过最近两场大雨使高温干旱的影

响得到改善。”

高温烘烤下的茶园

高温干旱影响我省各地茶园 黄山茶园受灾面积达38万余亩

黄山毛峰、祁门红茶、太平猴魁
明年将会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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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媒体报道，西湖龙井等名茶受到高温旱灾影响，明年将大幅减产。作为产茶
大省之一，我省今年也同样受到高温干旱的“烤”验，茶叶是否也会大幅度减产呢？

记者昨日先后对我省几个著名产茶地区——黄山、六安、池州等地进行了走访。据了
解，各地茶园所受影响程度不一，其中黄山茶园受灾面积达38万余亩，黄山毛峰、祁门红
茶、太平猴魁等三大名茶明年产量会有明显影响。

8月 15日下午，东至茶树良种繁

殖示范场，陈世林望“茶”兴叹。

“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日子怎么过

了，4月6号的霜冻，6月16号的大水，

7月13号以来的持续高温干旱，似乎

所有的自然灾害都叫今年给撞上了，

秋茶生产恐怕要受到严重影响了。”

陈世林是这个茶场的负责人，在

持续的高温天气中，他家的5200亩茶

地已有3000多亩受到损害，如果高温

天气再持续下去，损害会更严重。

“为了让茶树顺利逃过‘此劫’，必

须采取多种方法，”当地农技部门的专

家说，“在有水源的地方，早晚要及时

灌溉。”

陈世林感叹道：“农技部门的措施

虽好，但实施起来会有难度。我家的

茶园面积太大，如果灌溉的话，人力、

财力都跟不上。想保住全部茶树可能

不现实，我现在能做的只是保住200

多亩的苗圃。”

同样是在昨日下午，记者来到旱

灾较为严重的祁门县，这里是著名的

祁门红茶的产地。

“我想尽了能想到的办法，全力抗

旱，但持续高温，茶树看样子是保不住

了。”看着奄奄一息的茶苗，有着二十

多年种茶经验的茶农汪师傅说。

汪师傅一家五口，儿子和儿媳在外

地打工，全家有着十余亩茶园，全靠汪

师傅和老伴打理，也是维持一家人生活

的主要经济来源。而今，茶树逐渐变

黄，并开始出现死亡，汪师傅心急如焚。

有没有设法从远些的水源地取水

呢？汪师傅说：“当然想了，我们从很

远的溪流里去抽水浇灌茶叶，但是也

不行，溪流也开始干涸了。太阳大的

时候，还不敢灌水，怕烧到茶树的根。”

看着眼前这些渐渐枯萎的茶树，

汪师傅一脸的茫然，在炎炎烈日下无

可奈何地说：“今后只能将这些枯死的

茶园复耕，重新栽种新茶苗了。”

溪流干涸，茶园抗旱难上加难

茶园太大，只能保住少量苗圃

7月下旬以来，持续高温致黄

山市遭受百年未遇旱情。降雨极

少，致使部分成年茶树芽叶萎蔫枯

焦，夏秋茶减产；幼年茶苗叶焦枯

黄，甚至死亡。据统计，全市茶园

受旱面积达38.79万亩，其中重旱

1.1万亩，干枯1.99万亩，经济损失

5922万元。

记者从黄山市农委获悉，该市

茶园受灾覆盖面达53.9%，将导致

夏、秋茶大面积减产减收。“彻底损

毁的茶园达到两万余亩，直接影响

到明年茶叶产量，黄山毛峰、祁门

红茶、太平猴魁等三大名茶明年产

量会有明显影响。”黄山市农委相

关负责人说。

与黄山市类似，连日的高温也

让池州市的茶树遭遇生死“烤”验。

截至目前，20余万亩茶树已受到不

同程度的高温热害，茶农们对此心

急如焚。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由于眼

下这个时节，成年茶树被机械采摘

或修剪而留下伤口，给水分蒸发提

供了“可乘之机”，所以成年茶树也

未能逃过这一轮高温的“魔爪”。据

统计，池州市机采茶园6万亩，其中

东至良种场5500亩因蒸腾加强、失

水增多，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枯叶、黄

叶的情况。

此番茶树受损，会对今年秋茶

产生一定影响。

黄山：
三大名茶
明年产量将受影响

池州：
20余万亩茶树
遭不同程度热害

六安：
对山区春茶
影响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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