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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俞 聊 气天“

1994年年底，我在朋友家看到一
张《江海晚报》，喜欢爬格子的我回家后
当即用“私房钱”——稿费订了一份。

我订《江海晚报》不仅仅想成为
一名读者，更想成为一名作者。1995
年4月初，我获知本厂工会副主席张
志群虽然是重组家庭，却获得了全省

“文明新风家庭”称号，其事迹十分感
人。我立即采写了《营造爱的港湾》投
给晚报，竟在二版头条刊登，完成了我
在《江海晚报》的稿件首秀，从此我投

稿一直没停过。除了新闻报道外，言
论、读者来信、讽刺小品都有，每年录
用近20篇。

2004年6月，凭在《江海晚报》等
媒体上的用稿，我被通州市人武部聘
为新闻报道员，从此，新闻的信息来
源更广、报道内容更丰富，在通州记
者站记者的辅导下，每年在《江海晚
报》上用稿近50篇，多次被评为优秀

通讯员。
2007年6月，我被《江海晚报》聘

为特约通讯员。多年来，尽管我的工
作单位和岗位多次发生变动，但是作
为《江海晚报》读者没变，投稿的热情
没变。《江海晚报》是录用我稿件最多
的媒体，约有1000篇，光搜集的样报
（仅用稿所在版面）就有20厘米高。
对此，我还专门为当时住在唐闸的叔

叔订了一份《江海晚报》，一方面丰富
他的晚年生活，一方面分享我在晚报
的用稿“成就”。

30年来，我从读者到作者再到优
秀通讯员，既见证了《江海晚报》取得
的成绩，也见证了我的成长。 凌华

从读者到优秀通讯员

安全讲
南通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南通市应急管理局

通博士

特约特约

又是一年暑期至。如何
让孩子安全、健康、快乐地度
过假期，这份假期安全提示一
定要收好。

预防溺水事件：不在河
边、亲水平台、水塘等区域玩
耍；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
物品；不去河道、湖泊等水域
野泳；不在游泳池里嬉戏打
闹。发现溺水者，立即寻求成
人帮助，同时可向溺水者抛救
生圈、泡沫板、救生绳等，但不
可盲目施救。

注意交通安全：自觉遵守
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
志。未满12周岁不骑行自行
车，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
行车。步行或骑行时不看手
机、不听音乐、不嬉闹。如遇
极端天气，要穿着醒目，注意
避开广告牌、变压器、配电箱、
高压电线等危险物。不在机
动车出入口、马路边或车辆盲
区内玩耍打闹。自觉遵守公

共交通车辆乘车规范。
关注居家安全：不在飘

窗或阳台上玩耍打闹；不用
湿手或湿布触碰家用电器；
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往窗外抛
物；规范使用燃气设备、刀具
等。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
拨打119。

安全使用网络：控制手机、
电脑等电子产品使用时间，不沉
迷网络。不将本人、家人及他人
的个人信息在网上传播。不玩
暴力、色情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网
络游戏。慎交网友，慎见网友。
不参与现金充值、“礼物”购买、
在线支付等各类打赏服务，防范
网络诈骗。

重视旅行安全：不参加
“驴游”或探险游。不去地质
灾害频发区域旅游。如遇极
端天气，不去山区、河谷等危
险区域游玩，不贸然涉水出
行。乘坐大巴、游轮、飞机等
交通工具，应自觉系好安全
带。入住酒店，应及时了解消
防逃生通道及安全出口。不
在设有危险标志处停留，不在
禁拍处拍照、摄影。
（来源：中国应急管理公众号）

快乐过暑假 安全不放假

晚报讯 苏州、无锡、常
州、上海等周边城市纷纷宣
布于11日出梅。南通这么
热，是不是也出梅了呢？记
者从市气象台获悉，“梅姑
娘”还要再多停留几日，我市
暂时不考虑出梅。

自6月17日入梅以来，
我市已出现5次强降水过程，
梅雨量较常年偏多，过程强
度偏强，但雨量分布不均。

“虽然这两天雨水中断，晴热
高温回归，但由于副高南北
摆动，呈现不稳定状态，导致

后期还是有持续降水天气。”
市气象台专家介绍，14日起
我市又将迎来新一轮降水过
程，暂时还不满足出梅标准，
将根据后期大气环流调整形
势再进行判断。

昨天入伏，意味着“上蒸
下煮”的模式又要开启。值得
一提的是，今年又是40天的

“加长版”三伏天，这也是从
2015年以来连续第九年三伏
长达40天。市气象台天气实
况显示，昨天我市除海安、如
东以及如皋部分地区外，其余
大部分地区出现35℃以上的
高温。

而从最新气象资料来

看，预计今天我市将出现全
市范围的高温天气，提醒广
大市民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
工作，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
较高的时段外出或从事户外
作业，可以适当补充盐水，警
惕热射病的发生。

【今明后三天天气预报】
12日：多云，偏南风 4 级左
右，气温：28℃～35℃；13日：
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西南风 4-5 级，气温 29℃～
35℃；14日：多云转阴有阵雨
或雷雨，西南风4-5级，气温
29℃～35℃。

记者俞慧娟
（合作单位：南通市气象局）

40天加长版三伏天开启
“梅姑娘”没走，我市暂未出梅

晚报讯 “现在高温津
贴的标准是什么？”“单位不
发怎么办？”……进入7月，高
温 天 气 频 发 ，市 人 社 局
12333平台收到不少类似的
问题咨询。昨天，市人社局
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答。

据介绍，用人单位安排劳
动者在35℃以上（含35℃）高
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或
是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
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
（不含33℃）的，就应该向劳
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根据省人社厅、财政厅
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通知规
定，我省目前的高温津贴标

准为每月300元，支付时间
为6月~9月，共4个月。用
人单位支付的高温津贴纳入
工资总额，按照规定税前扣
除。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
资及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
准不包含高温津贴，用人单
位不得因发放高温津贴而降
低职工工资，也不能用提供
防暑降温饮料、药品等劳动
保护用品冲抵高温津贴。

用人单位可通过开展集
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依法
制定规章制度等方式，明确本
单位高温津贴发放的具体岗
位工种、支付办法等，原则上
应按月计发劳动者高温津贴。

此外，如果安排非全日制
劳动者从事高温天气作业，则
应根据从事高温天气作业时
间折算高温津贴。比如，某职
工8月从事高温天气作业12
天，且集体合同明确按职工月
出勤天数且从事高温天气作
业时间折算支付高温津贴的，
用人单位就应支付165.48元
的高温津贴，具体折算方法为
12天×13.79元/天（300元/
月计薪天数21.75天）。

人社部门提醒，如用人
单位不按规定发放高温津
贴，职工可向人社部门投诉，
或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
诉讼。 记者何家玉

高温津贴每月300元连发4个月
单位不发可向人社部门投诉

昨天，南通蓝
印花布博物馆旁
边的濠东绿苑白
沙滩区域，孩子们
在景观水池里欢
乐戏水。

记者尤炼

欢乐戏水

晚报讯 记者昨天从通
农物流获悉，近期生姜价格呈
持续上涨趋势，6月份以来，通
农物流生姜批发价基本保持
在 18~19 元/公斤，月环比上
涨约18.7%。

据通农物流监测数据显
示，今年1~4月中旬，生姜批
发价一直保持在10~12元/公
斤；4月中旬至下旬，价格开始
上涨，涨至13~16元/公斤；进
入5月涨至18元/公斤左右，
月环比上涨12.5%；6月份以
来，生姜批发价基本保持在

18~19元/公斤，月环比上涨达
18.7%左右。

目前，通农物流每天生姜
进场量保持在18吨左右，据市
场生姜经营户介绍，生姜价格
上涨主要原因是去年生姜产
地山东潍坊有雨灾，导致生姜
产量降低，致使价格上涨。“生
姜价格暂时没有下降空间，还
是维持在高位，预计10月份左
右生姜价格才能有所下降。”
通农物流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严春花
通讯员吴颖 石高燕

月环比上涨约18.7%

生姜价格处于高位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