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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本报讯 昨天，杭城电网最高负荷已经是 1389.7 万千

瓦，离预测的今年可能最高的1400万千瓦一步之遥。

不过，杭州地区电网供应稳定，未启动负荷错避峰有序用

电等措施。

另外，今年 6 月 30 日，杭州供电公司赶在气温上升前及

时投运 110 千伏江虹变电站，有效缓解了滨江地区电网整体

负载率。

如果你用电时遇到故障，可以第一时间拨打 95598 电力

服务热线。 本报记者 蒋慎敏 本报通讯员 求力

供电充足，尚不需有序用电

本报讯 “这两天持续高温干旱，对道路绿地植物的影响

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浅根系植物，比如灌木类的杜鹃。如果

再这样下去，像行道树这些乔木类的估计也要扛不住。”杭州市园

林文物局绿化处的樊丽娟说，“杭州这几年夏天碰到的高温干旱

天也不少，最关键的是持续时间太长，树木就吃不消了。”

“只能多浇水。”樊丽娟说，浇水时间很讲究，不能在大太

阳的时候，必须等到太阳下山后，“基本上我们园林工人都选

在晚上浇水，有些时间久的，从傍晚一直通宵到凌晨。”

目前杭州全市每天派出270余辆浇水车在各个地方给植

物浇水，总共有1400名园林工人每天夜里参与作业。

本报记者 余雯雯 本报通讯员 赵艳

行道树扛不住，夜间猛喝水

本报讯 黄白菜4.5元/斤，芹菜4元/斤，菜瓜3元/斤，小

尖椒更是登上了蔬菜价格榜首，每斤10元。

昨天下午，钱报记者在杭州屏风街农贸市场了解到，每斤

蔬菜价格普遍上涨了五角到两元，其中叶菜类的价格上涨更

明显。

浙江省农科院蔬菜所研究员何圣米说：“现在种植的空心

菜、苋菜、木耳菜、小白菜这样的绿叶菜，还有丝瓜、茄子等本

地蔬菜，都是耐热品种，只要做好根系防晒，能喝到足够的水，

就不怕会晒死。”

蔬菜价格为何上升？他解释，主要是本地夏季蔬菜采摘

已到尾声。“市面上的蔬菜多是高山蔬菜，或者是外地来的，物

流成本高不少。”好在，秋季蔬菜的育苗目前基本是专门的公

司来完成，因为大批量的操作，有湿帘、遮阴系统等保证温度

适宜，基本不会受到高气温的影响，大家也不用担心现在高温

会影响秋季蔬菜。

本报记者 黄莺 见习记者 宋芷萱 本报通讯员 邵敏

菜价略涨，外地菜多

雨多盼晴，日高期阴。杭州龙井绿茶，正在

等待一场大雨；天边有没有乌云，山顶能不能来

一线闪电，也变成了杭州众多茶农的企盼。

龙井茶，好“渴”。它解人口渴添人齿

香。但，谁给好茶“喝茶”？

杭州鸡笼山——龙井村——翁家山——

梅家坞一带绿茶产区，因为持续高温，有些茶

地“渴”得有些受不了，平地或者少树山顶的

茶园里，越来越多的茶蓬叶子被晒黄晒焦。

茶农们曾在 2013 年夏天吃过大亏，因

为抗旱不及时，不少茶树被晒伤甚至晒死。

这一次，他们在旱情刚刚露头时就开始行动

起来，一场搭棚大战正在拉开——放眼望去，

部分山头已经被乌黑的防晒网全部覆盖，总

面积达上百亩。

多日高温，已有西湖龙井被烤焦
茶农搭大棚保茶，盼望来一场大雨

见习记者 夏国燕 本报记者 鲍亚飞 文/摄

再不下雨
茶树要变“黄脸婆”

梅家坞村有一口泉，四季不断，但在

38℃高温天的连续“烘烤”下，水量变得越来

越小。从出水量看到一个问题，龙井茶树正

在忍受太阳的炙烤——轻轻一抓，茶园里的

表层土像沙像粉。“主要是平地茶和龙井 43

号，有些茶树的叶子黄了，焦了。”梅家坞村一

位朱姓茶农说，有些茶蓬的年龄小，根系不

深，在长时间缺乏雨水的情况下容易受伤。

出现伤茶现象的不仅仅只有梅家坞，钱

报记者先后走访了龙井村、翁家山，这里的茶

树也局部出现了枝黄叶焦。

从翁家山村后的山上翻过，穿过一片冢

地就是大片茶园，虽然没有发现整垄茶叶晒

伤的情况，但黄叶焦叶的数量不少。

“和地形、茶种有关系，日照时间长和龙

井 43 号茶叶（根系浅）好像更容易晒伤。”一

位翁家山村民说，日出到日落都能晒到的地

方水分蒸发快；“龙井 43 号”更娇贵一些，根

系为须根，根系只能深入到土下三四十厘米，

很难吸收更深层的地下水。

龙井村多位村民也证实了茶树品种和抗

旱能力之间的关系。龙井村有不少茶树都是

群体种，这是老茶种，直根系——有一根明显

的粗壮的树根，根可深至土下 1 米。“除非大

旱，我们这里一般不用担心。”村民们说，他们

知道附近有些山头上一些年轻一些的茶树已

经出现了死叶黄枝现象。

搭棚遮阳
保茶战已开场

谁都不敢等到茶树完全坚持不住的时候

再打水抗旱，毕竟茶树对于他们就是家庭收

入的重要来源，他们也对2013年的那一场伤

情记忆犹新。

杭州翁家山村有 900 多村民，有农家乐

十余户，茶叶文章是村民的重中之重。“正常

情况下，翁家山每亩产干茶50斤！”村委会工

作人员告诉钱报记者，村里共有茶树近1000

亩，如果遭遇旱情就会损失严重。他说2013

年那个夏天，翁家山约有60亩茶树受到严重

影响，并大大影响了次年的茶叶产量。

“自那以后，村民的防范意识更强。”村委

会工作人员说，茶农提前做好防晒、灌溉准

备，村里也增设了应急灌溉蓄水设施，“目前

为止，茶叶晒伤的情况不多，如果晴天高温持

续，村里也会向茶农发出抗旱建议。”

村委会工作人员的欣慰始于茶农自发进

行的“保茶”行动。钱报记者了解到，该村后

山周边的多块茶园都已经搭建覆盖了黑纱遮

阳棚——现场走访中钱报记者发现，近此处

目力可及的山坡就搭建了防嗮大棚近百亩。

老杜的茶树在梅家坞村后的山坡上，他

一边给茶树除虫，心里担忧的却是茶树的灌

溉：“这样的温度，山坡上的茶树最遭罪。地

形平坦的地方土质也厚，蓄水能力强一点，保

水久一点。”

梅家坞村的龙井品种繁多，其中“群体

种”、“龙井 43”等尤为龙井爱好者称道。连

日高温，梅家坞村就已经零星搭建了数十亩

黑纱遮阳网。村主任朱乃红告诉钱报记者，

村里茶树种植面积两千多亩，虽然目前没有

大面积晒伤现象，但如果高温持续，茶树晒伤

势必越来越严重，村民将会加大投入来“抗旱

护树”——要么增水要么盖网。

网内网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中午

1 点太阳直射的地方温度约为 40℃，而网下

温度大概只有35℃——正是这5℃左右的温

差影响着茶叶的未来。

有一点不同：当太阳还没有对茶树茶蓬

造成更大伤害之前，今年，茶农们已经开始行

动。双峰村、茅家埠、满觉陇、龙井一带的西

湖龙井茶园里已出现大面积防晒大棚。“往年

7 月，杭州总会断断续续大小不一地下几场

雨，只要一场大雨下过，再大的太阳，哪怕曝

晒一个多星期都不怕。”翁家山村一位村民

说，最近一直无雨，所以他们需要提前做好准

备，“挨到 8 月就好了，那个时候杭州的雨水

会更多。”

茶农们的担心依然是接下来可能的高

温，茶是他们心头的命秧子，炎热天气就是揪

住命秧子的绳。

茶 农 搭 建 的

防晒网。

本报讯 随着气温升高，杭州自来水用量也节节飙升。

7月19日，日供水量已达166.21万吨，创历史新高。

根据预测，下周一、二杭城日供水量将达到最高峰值。水务

集团说，“杭州日均供水量的最大极限是170万吨，能平稳度过。”

而自来水低压点，主要分布在城乡结合部，尤其是三墩西

北方向、余杭交界处。

而曾经的景芳和濮家新村“用水困难户”，今年夏天可以

跟 低 水 压 说 再 见 了—— 因 为 南 星 水 厂 直 供 下 沙 的 下 沙

DN1600管道开通。

杭州水务集团副总经理何相之说，市民如果发现有盗用

消火栓等违章用水行为，可以拨打杭水热线0571-87826789

有偿举报。 本报记者 陈伟利 见习记者 章然 通讯员 赵俊

下周一二，杭州用水将迎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