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中國最佳旅遊城市，網上近日流傳 一
組名為「西湖中暑了？」的照片，西湖周

圍的湖濱路、六公園以及斷橋、白堤附近的沿
岸水域都泛 奶油狀的泡沫。其中，湖濱路附
近的白色泡沫已連成一片，而白堤附近，咖啡
色的泡沫則呈斑塊狀附 在沿岸。網友不禁調
侃：「高溫天把西湖都被曬得『口吐白沫』。」
遭遇1951年以來最熱的夏天，杭州旅遊委員會
宣傳處處長華雨農昨日告訴記者，杭州這次的
高溫天氣對於旅遊還是有一定的影響，主要集
中在白天遊客量的減少，「更多的遊客將活動

安排在了晚上」。
來自浙江蘭溪的黃小姐前天剛到杭州，第一

次來杭州的她本來打算好好玩一玩，但是才到
杭州，就被高溫嚇得改變了原來的計劃。
「早上5點起床，乘 太陽還沒有太曬早點出

門，上午去了靈隱寺，之後選擇一些比較陰涼
的景點。」而對於白天日照比較強烈的時間，
她選擇呆在商場吹空調。「我試過擦厚厚的防
曬霜，撐 陽傘，想要去西湖逛逛，但是剛走
出商場大門，還是被高溫嚇得放棄了。」現在
她把室外活動盡量安排在了晚上6點之後。

西湖中暑吐白沫 白天水靜鵝飛

湧往武當避暑 泳池人滿為患

大旱致「停漂」重創特色旅遊

武漢38攝氏度左右的高溫天氣已經持續了超
過半個月，受此影響不少景區夜場生意甚至火
過白天，武漢多家景區紛紛延長營業時間招攬
遊客。放暑假的學生、退休長者和休假的工薪
族多選擇前往臨近的武當山、神農架等地進行
避暑遊，武漢市內的親水遊樂項目也異常火
爆，各大游泳池每天人滿為患。
武漢的夏天是戶外景區的傳統淡季，今年夏

天則表現的格外明顯。武漢植物園工作人員表
示，進入高溫天後遊客量出現下降，市民通常

不會在白天正熱的時候來園區遊玩，早晚客流
量相對會多一些。
武漢歡樂谷、東湖沙灘浴場、武漢瑪雅海灘

水公園等遊樂園都相應將營業時間延長，以應
對市民的需要。武漢市民王小姐和朋友昨日來
到武漢瑪雅海灘水公園遊玩，據她介紹，當天
晚飯後6點進入園區，找停車場花了一個小時，
在售票處又排了近一個小時隊才買到票，園區
裡更是人滿為患，排了兩小時的隊才玩了兩個
項目。

由於長時間的高溫缺雨致使湖南境內出現
了嚴重的乾旱，除了對居民生產生活產生影
響之外，對湖南特色的「漂流」旅遊也造成
了巨大的影響。因為山水資源豐富，湖南境
內行成了非常多的自然「漂流」資源，而每
年夏天也使得湖南的「漂流」旅遊成為當地
人乃至全國遊人，消暑度假的最佳選擇之

一。據湖南海外旅遊有限公司的李小姐介
紹，夏天是湖南漂流旅遊的旺季，往年幾乎
每個周末他們都要接待遊客去湖南各地「漂
流」。「但是今年6月以來由於長時間乾旱，
很多漂流景點由於缺水已經『停漂』了，如
今湖南的客人想要漂流反而要組團去外
地。」

據新華社10日電 今年，武漢市已有150人因高溫中暑，另有5人因中
暑不幸死亡。武漢市職業病防治院中暑網絡直報系統數據顯示，這是
武漢市近3年來首次出現因中暑死亡病例。因中暑而死亡病例中，2例
因「熱射病」死亡，其餘3例為因「重症中暑」死亡的高齡老人。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道）南方高溫乾熱重旱
加劇，中國江南、江淮、江漢及重慶等地先後出
現大範圍、持續性高溫少雨天氣，湖南、貴州、
湖北、江西、浙江、重慶、安徽等14省（自治
區、直轄市）旱災持續，其中湖南1,370萬畝農田
受旱，湖北1,221座水庫處於死水位，貴州240萬
人飲水困難，安徽千里淮河第一閘王家壩罕見大
旱，全省近300萬人口受災。

湖南近2千萬畝田受旱

據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統計，湖南
省旱情已擴展到全省，乾旱致246萬人、96萬多
頭大牲畜出現飲水困難，1,815萬畝農作物受
旱。
該省目前有75%以上的國土面積出現不同程

度旱情，有3066條溪河斷流，2418座小型水
庫、16.5萬處山塘乾涸。

湖北逾千水庫處死水位

從湖北省湖泊局獲悉，7月中旬以來，湖北省有
1,221座水庫處於死水位以下，水庫蓄水日均減少
超1億立方，且有加速趨勢。該省興山縣產糧大鎮
黃糧鎮全鎮20多處飲水工程供水不足，集鎮自來
水廠每天進水量不足100立方米，共2,000多人和
4,000多頭牲畜飲水困難，糧食、蔬菜、煙葉等作
物嚴重減產。該鎮最偏遠的地區之一羊角尖賈家
嶺斷水近兩個月。「我在這裡生活了37年，還從
未經歷過這麼嚴重的旱災。」村民李珍林說。

貴州250萬人飲水困難

連續高溫、乾旱天氣也使貴州249.2萬人飲水困
難，直接經濟損失高達75.1億元人民幣。貴州省
82個縣（區、市）1511.3萬人受災，209.2萬人需
生活救助。

安徽省旱情亦自南向北不斷發展，全省受旱面
積超過千萬畝，近300萬人口受災。其中淮河第
一閘王家壩罕見大旱，阜南縣王家壩鎮李郢村幹
部和村民合力花了兩夜時間，連夜挖通了70年代
修建的用來排澇的一條引水渠，從位於王家壩下
游提水。王家壩鎮黨委書記喬印升說，農民顧不
上自己喝口水解暑，也要心疼 地裡的莊稼。

南方高溫重旱加劇 14省區市「喊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肖晶、俞鯤、李程，實

習記者 高施倩 報道）入夏以來，內地多省市連續

發佈高溫橙色預警，各地進入「燒烤模式」，以至

多個新舊火爐城市在暑期出遊旺季遇冷，杭州西

湖白天靜悄悄，大旱致湖南「停漂」，武漢旅客為

避大太陽改變了原來的計劃，選擇晝伏夜出，受

此影響不少景區夜場生意甚至火過白天，紛紛延

長營業時間招攬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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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5人熱死 150人中暑

八省市超40℃ 高溫預警連掛17天

杭州、武漢、長沙連線報道

「避暑遊」暢旺 增客兩成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杭州

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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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 北

京報道）內地持續高溫，民眾苦不
堪言。截至昨日（10日），中央氣
象台已連續17日發佈高溫橙色預
警，昨日，浙江中北部、江蘇南
部、安徽中南部、上海大部、湖北
東南部、湖南北部、江西東北部、
重慶西南部等八省的部分地區最高
氣溫都超過了40℃。而未來三天，
浙江、江蘇、安徽等省市局部地區
最高氣溫仍將超過40℃。
中央氣象台專家指出，全球氣

候變暖，是近期內地出現極端高
溫事件的氣候背景，被副熱帶高
壓控制，是產生持續高溫的直接
原因。

旱情月底難以緩解

中央氣象台預計，內地高溫天
氣在18日後可得以緩解，但乾旱
仍將持續，貴州、湖南等氣象乾
旱區14日前基本無降水，直到8月
下旬，會有階段性降水發生，但
難以根本上緩解旱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楊光 報道）暑期旅遊旺季，記者
從各大旅行社了解到，避暑品牌
銷量明顯上升，海島、草原、雪
山、森林等成為主打元素。專家
表示，與往年相比，今年旅遊市
場同比增長20%左右；西南、南
方傳統旅遊項目受高溫、洪水影
響有所縮水，大城市周邊自助遊
依然火爆，東三省、海島遊、出
境遊更受歡迎，而山西清涼舒適
更使太原成為避暑勝地。

日前，中國旅遊研究院與中國
氣象局公共氣象服務中心共同發
佈了《2013年中國城市避暑旅遊
發展報告》。報告顯示，8月份排
名前15位的城市分別是煙台、貴
陽、秦皇島、昆明、哈爾濱、瀋
陽、大連、成都、青島、呼和浩
特、延邊、吉林市、太原、北京
和延安。除此之外，「皇家園林」
承德避暑山莊、九寨溝、長白
山、北戴河等旅遊勝地備受推
崇。

杭州

武漢

湖南

■武漢水公園夜場暢旺。 網上圖片

■湖南特色旅遊漂流。 網上圖片

■西湖泛 奶油狀的泡沫。 網上圖片

■安徽省長豐縣代苗村

村民提 水桶走在乾裂

的河岸上。 中新社

■江西省幾位村民

挑水回家。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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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高溫天氣影

響，部分景點在暑

期旺季「熱」不起

來。圖為幾位行人

頂 炎炎烈日走過

西湖斷橋。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