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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民生

关于夏天的很多问题

没来的时候，总关心什么时候入梅，来了吧，又盼着能早点出梅。

可还是应了那句话，请神容易送神难。本周杭城几乎被雨水包围，小雨、中雨、大雨、雷阵雨⋯⋯几乎天天

有雨，还不带重样的。啥时出梅？呵呵，还是没影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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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30 日一大早，梅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

思。杭城依旧闷热，稍微走几步就全身冒汗。

环城北路上，却有一处地方，热闹得很。

刚过 8 点，一辆蓝色的三轮车装着三个大茶桶和一张便

携桌，冒着大雨出现在环城北路公交总公司的车站边。停车，

摆桌，加水⋯⋯三名五六十岁的“工作人员”麻利地张罗着。

不一会儿，一个简易凉茶摊支了起来。

“茶香驿”是这个凉茶摊的招牌，也是潮鸣街道艮山门社

区一支志愿者队伍的名字。“每年 6月 30日我们会准时开摊，

一直免费供应茶水到8月底。”刚刚给路人倒完茶的志愿者姚

璎说，凉茶摊每天早上 8 点出摊，下午 4 点收摊，风雨无阻，茶

水不间断。

“茶香驿”的创始人是艮山门社区的童天佑老人和老伴。

2003 年夏天，老两口开始在公交总公司站边供应爱心茶水，

断断续续“经营”了两个夏天。2005年开始，艮山门社区的志

愿者们也陆续加入了老两口的爱心凉茶摊。随后每年夏天，

爱心凉茶摊都会准时出现在公交总公司的站台边，为来往的

公交司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和路人等递上一杯解暑的凉

茶，今年已经是第15年了。

今年的茶摊依旧提供红茶、绿茶、菊花茶和苦丁茶四种

茶。“还是老味道，有点苦，能消暑，回味又甘甜，喝下去身心舒

服。”公交车司机老赵端起一杯凉茶喝下。

老赵每天要跑三趟车，每趟来回大概要两个多小时，总会

有些暑气难耐，喝一杯凉茶已经成了老习惯。“边喝凉茶边跟

志愿者们聊聊天，暑气和烦恼就全消了。”

“他们是真的不容易，再大的太阳，再大的雷阵雨，都坚持

在这里。”环卫工人张大姐说。

由于下着大雨，上午来喝茶的人不多，三位志愿者依旧守

着凉茶铺。“不管人多人少，只要这杯茶能帮到有需要的人，我

们就很开心了。”姚璎说。

由于身体原因，童天佑已从凉茶摊志愿者的行列里“退

休”。不过，每年凉茶摊开摊时，艮山门社区的志愿者们都会

打电话告诉他。“有人守凉茶摊，他心里很高兴的。”童天佑的

得力搭档，如今凉茶摊的助理姚桂炳说。

从两三个人支起的爱心凉茶摊，到社区五六十名志愿者

加入，“茶香驿”已成为热心公益的艮山门社区的一个缩影。

像“茶香驿”这样的爱心凉茶摊在杭州有很多。两三个茶

桶，几条小板凳，每到夏季，走在杭城的大街小巷里，总能遇见

这样一个又一个的凉茶摊。

供应凉茶这件事在这些志愿者眼里似乎成了一种习惯。

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坚持了15年这么久？

他们说，还真没怎么想过。就好比在这座城市里，斑马线

前那么多车会不约而同让行一样，可能就是那么一种习惯。

而这种习惯，就给了这座城市的人们一些简单的小美好。

（感谢读者周大伯爆料）

本报记者 谢春晖 文/摄

一个路边免费凉茶摊的15年
本报记者 段罗君

刚刚过去的周末让人忍不住吐槽，不下

雨的时候，闷热如影随形，身上黏糊糊的；雨

下起来，又是劈头盖脸一顿猛浇。这难熬的

黄梅天什么时候是个头？

杭州常年平均出梅时间在 7 月 7 日前

后。出梅的天气形势，通常需要满足两个条

件：一是副热带高压增强，牢牢控制我国东部

和南部地区，出现持续性、大范围的高温酷暑

天气；二就是冷空气不再隔三差五地往南方

跑了。

但显然目前这些条件还都不满足。杭州

市气象台说，在副热带高压、冷空气和南海热

带扰动的协助下，本周又要被雨水“包场”了，

小雨转中雨、小雨转雷阵雨、中到大雨⋯⋯天

天都有雨，还不带重样的，真的是“梅完梅了”。

本 周 气 温 最 高 在 26-29℃ ，最 低 在

22-24℃，气温虽然不高，但湿度大，闷热难

耐。浙江省气象台说，浙江部分地区午后体

感温度可能会达到甚至超过40℃。

啥时出梅？还要继续再忍耐些日子了。

前几天还听到有人在偷着乐：“杭州今年

夏天好像不怎么热，去年早在 5 月就实现了

高温‘四连击’。”

话音未落，气温就来打脸了——6 月 28

日，35℃高温全省遍地开花。杭城最高气温

达到36.7℃，成为今年以来最高纪录。

话说回来，眼下说今年夏天不热，那还早

了点，毕竟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

本周日（7月7日）就是小暑节气，意味着

炎热的戏份即将开始。紧跟在小暑后的，就

是火辣辣的三伏天了。

三伏天，有些年份为30天，有些则长达40

天，很不幸，今年又是40天“加长版”三伏天。

不过，大家也放心，加长版不代表就是很

热。因为决定三伏天热不热的，不是天数，是

大气环流形势。

但大家要有心理准备，据世界气象组织

（WMO）官网消息，2015年到2019年将成为

有气温记录以来最热的五年。

●今年怎么不太热

懒人直接看这里

1日（周一）：小雨转中雨，23～28℃，东风3-4级

2日（周二）：小雨转雷阵雨，23～27℃，东风3-4级

3日（周三）：小雨转小到中雨，22～27℃，东风3-4级

4日（周四）：小雨转中到大雨，23～26℃，东风3-4级

5日（周五）：中雨转小到中雨，23～26℃，南风3级

6日（周六）：中到大雨，24～29℃，南风3-4级

7日（周日）：小雨，24～32℃，南风3级

梅雨和台风，这是浙江夏季绕不过去的

两件事。

尤其到了高温彪悍的日子里，我们常寄

希望于“高温终结者”——台风身上。

去年这个时候，台风的出场已经排到了

第 7 号，但今年台风的“生产力”明显落后

——截至 6 月 19 日，今年西北太平洋及南海

只有两个台风生成，1 月份生成的 1 号台风

“帕布”；2 月份生成的 2 号台风“蝴蝶”，比

1949年以来历史同期平均3.6个偏少1.6个。

而且，今年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还是块

“白板”，历史同期平均为0.4个。

究其原因，“背锅侠”副热带高压和厄尔

尼诺又脱不了干系。不过，中央气象台台风

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副主任钱奇峰表示，目

前台风偏少，并不意味着今年台风威胁减少。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 7 月将有两三

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3.7 个）偏少，其中

有一两个会登陆我国。

●台风去哪儿了

志愿者们正在为路人倒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