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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民生

进入 9 月，杭城的桂花开始吐露第一缕

芳香，炒货店滚烫、香喷喷的糖炒栗子出锅

了⋯⋯原以为，杭城的秋天不远了。

然而，秋天在来的路上却遇到了“拦路

虎”——副热带高压，它的回归使得杭城的

夏天又“回来”了。前天杭州主城区最高气

温达到33.1℃，昨天最高气温32.1℃，准备休

假的空调不得不再次开启。不过，眼下毕竟

已是9月，白天虽热，但夜里比较凉爽。

今年台风上半场是“包邮区”的主场，下

半场就轮到华南。眼下，台风“山竹”距离上

岸已进入倒计时，很有可能成为今年登陆我

国最强台风。虽然，“山竹”离我们较远，但

并不意味着没有影响。今明两天，随着“山

竹”靠近华南沿海，杭州受其外围的偏东气

流影响，将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 31~

34℃。

下周，杭城可能有“秋老虎”出没，杭州

市气象台预计，18~20 日多云天气，午后到

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最高气温 33~

35℃。

总之，20 日以前，杭城白天气温都会比

较高，凉爽暂时就甭指望了。

全省的天气情况也差不多，浙江省气象

台预计，受“山竹”外围偏东气流影响，今明

两天我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今天浙南

和沿海地区部分有中到大雨；气温也会略有

回落，大部最高气温 30~32℃。虽然最高气

温达不到 35℃高温线，但体感温度还是比较

高，闷热感仍会继续。

18 日起副高加强，全省天气转好，大部

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 33~35℃，局部可达

35~37℃。

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凉快？再熬一熬，冷

空气快来了，下一波冷空气将在20日夜里至

21日到来。

从 8~15 天中长期预报来看，从 21 日起

杭城最高气温降至 30℃，到 22 日最高气

温只剩 27℃，再往后是 22℃的最高

气温，那就更凉快了。而此时，

恰好处于中秋小长假期间，

看来，这个凉爽的中秋节可

以期待一下。

本报记者 段罗君

今明受台风影响有雨

9月21日起杭州要降温

可以期待
过个凉凉的中秋节

桂子云中落，花间一壶茶。昨天清早，微

信朋友圈被杭城各处的桂花盛开图刷屏，满

陇桂雨公园也拉开了“满觉陇桂花节”的序幕

——200名市民游客参与开幕式“桂花跑”。

杭州满陇桂雨公园负责人告诉钱江晚报

记者，9 月 14 日开始，桂花大量开花，比去年

大概早了 10 天，这一波花期到 21 日前后谢

花；下一波桂花，预计9月底开放。

中秋节是24日。因为天气的缘故，今年

的桂花大面积盛开，可能冷落中秋相约国庆。

在满陇桂雨，比较老的桂花树开花较早，

冠盖茂盛，至少几百朵桂花同时盛放。花朵

玲珑，可爱精致。

“去年大概是 9 月 24 日前后开花。”公园

工作人员说，这波桂花大约能盛放 1 周左

右。而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21 日后杭城可

能大降温，到时候，桂花就开始低调地积蓄能

量了，需要一周到10天左右时间。等天气慢

慢升温，下一波桂花才能盛开，所以预计是 9

月底开放。

“天气先要冷一段时间，让桂花结上花

苞，然后再升温，达到气温 25℃左右，湿度又

要有点大，人感觉有点闷——这种叫作‘桂花

蒸’。这样一来，桂花就会开。”满觉陇花农老

唐说，桂花开花的日子，都由老天决定。

另外，有趣的是，像今年这样桂花节开幕

的日子和桂花开的日子重合，凑得那么巧的

年份，可不多见哦！

每年都是 9 月 15 日前后，桂花节开幕。

今年的桂花树仿佛知道这个消息似的，刚好

在这个时候开花。

9月15日桂花跑，香气满园，大家都跑得

开心满意，意犹未尽。满陇桂雨公园园长黄

飞燕说：“欢迎大家带着孩子，常常来户外游

玩，做‘野孩子’，不做‘宅孩子’。”

“若有闲情，还是到满陇桂雨来走走吧。”

满陇7000棵桂花树等待大家，茶农的茶摊儿

也已经摆好，满觉陇村工作人员发出这样的

邀请。

本报首席记者 杨晓政/文

通讯员 里尔/摄

满陇桂雨
桂花节开幕
这波花开持续到21日

本报讯 红罗裙，花团扇，昨天，杭州植物园蔷薇园的草

地上蓝天下，是50对新人的笑脸。

这是杭州第二届低碳婚礼现场。去年，18对新人共同完

成了一场“没有豪华车队、没有鞭炮礼花喧闹”的低碳婚礼，今

年恰逢“全国科普日”，又有50对新人选择低碳婚礼。

婚礼的迎亲仪式不在饭店，而是放在了中国杭州低碳科

技馆。现场布置的装饰品依旧全部使用绿色循环材料，而新

娘的手上，也不是鲜花制作的捧花，而是别致的花团扇。

工作人员告诉钱报记者，这花团扇是前两天新人们特意

到低碳科技馆自己做的，用得都是可循环材料。而在迎亲仪

式上，新娘举起花团扇遮面时，新郎大声地念着诗，从指间到

心里，都是爱意。

婚礼的主仪式放在杭州植物园，送亲护卫的车辆是 5 辆

纯电动零排放公交车，穿山越岭，配合一路西湖美景。

仪式的最后，新人们得到了一株寓意丰富的夏蜡梅，由小

夫妻俩亲手种在植物园特别辟出的同心林里。夏蜡梅是珍贵

的珍稀濒危植物，代表新人们的爱情坚贞，也寓意着他们的爱

情珍贵。种下的夏蜡梅还可以抵减本次婚礼全部碳排放量，

进行碳中和。

本报记者 金洁珺/文 董旭明/摄 通讯员 王滢

这样办婚礼
低碳不低调
50对新人
昨天参加低碳婚礼

本报讯 一望无垠的田野，绿油油的稻穗，散发阵阵稻

花香，水田里的蝌蚪、小鱼快活游走。

秋风送爽，孩子们跟老师诵读着农耕诗句，在田埂上扎

起稻草人玩耍，妇女把刚做好的抛梁馒头、寿桃缠上红丝绵；

支起野灶炊米，准备打麻糍、做板糕。

昨天，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双桥村的 1400 亩水稻田

里，村民们喜气洋洋地办起稻田文化节。

这样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来之不易。3 年前，村里这

1400多亩土地还全是黑臭甲鱼塘，夏季虫蝇乱飞、恶臭阵阵，

冬季温室塘烧火加温浓烟滚滚，众人避而远之。

余杭运河街道一共 4220 亩土地进行了“垦造田”“旱改

水”土地整治。它们曾经都是黑臭的甲鱼塘，恢复传统水稻

耕作后，当地通过彩色水稻播种，青少年农业认知教育等途

径传播农耕文化。村民们种水稻不但能得到国家补助，优质

稻米还能卖出很好的价钱。

如今，美丽田园重回乡村，村民们再也闻不到恶臭的养

殖废水和呛人的滚滚黑烟。

本报记者 施雯 通讯员 高晓玲 文/摄

打麻糍做板糕
稻花香里说丰年
余杭双桥村办起稻田文化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