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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春天
孩儿面，一天变三变”。近日，北
方大风、剧烈降温、雨雪天气来
袭，南方区域性暴雨、强对流天气
多发……此次强雨雪天气过程降水
范围广、强度大，多种灾害性天气
叠加。今春天气为何复杂多变？是
否异常？对百姓生活、春耕春播等
有哪些影响？

天气频“变脸”

近日，我国迎来今年以来最
大范围强雨雪天气过程。监测显
示，本轮大范围雨雪于 3 日进入
最强时段。湖北、安徽等地有 8
个国家气象站日雨量突破 4 月历
史极值；安徽、江苏、湖北、湖
南、江西、贵州、广西等地局地
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
气。中央气象台 4 日继续发布暴
雨、强对流天气、海上大风和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翀
介绍，本次过程累计降水量在100
毫米以上的国土面积将达 23 万平
方公里。江淮及以南部分地区伴有
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
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可达 30
至 60 毫米，雷暴大风局地可达 10
至11级。预计2日至5日，北方大
部地区气温下降6℃至10℃，南方
地区气温下降 4℃至 8℃，降温幅
度超过 10℃的国土面积将达 94 万
平方公里。

今年春季气温可谓“一波三
折”，3 月初出现了一次极为罕见
的回温天气，多地最高气温突破历
史同期极值，春意暖暖。而近期冷
空气再杀“回马枪”，人们纷纷翻
出厚衣服御寒。

在中国气象局4日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方
翔介绍说，3月我国气候总体呈暖
干特征，全国平均气温 6.7℃，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第 3 高。同
时，冷空气过程多、沙尘过程强、
南方部分地区气象干旱露头并发
展。冰雹、沙尘暴预警信息比去年
同期明显增加。

统计显示，3月以来沙尘天气
过程较常年偏多，尤其是 3 月 19
日至23日沙尘天气过程波及20个
省 （区、市），影响面积超过 485
万平方公里；强度达到强沙尘暴
等级，为2000年以来3月第3强。
据气象部门预计，4月至5月我国
北方地区沙尘过程次数较近 10 年
同期偏多，沙尘强度总体与近 10
年持平。

天气忽冷忽热属正常现象

今春天气忽冷忽热，前期回暖
明显而近日又出现剧烈降温，是否
异常？是出现“倒春寒”了吗？

方翀表示，春季是冷暖空气交
汇的季节。冷暖空气此消彼长，冷
空气加强时，气温就会降低，但总
体还是处于逐步升温过程。因此，

天气忽冷忽热属于正常现象。
而“倒春寒”是指春天受较强

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较快，前暖
后冷造成大范围农作物受冻害的天
气过程，通常出现在3月中旬至4
月。在气象学上，“倒春寒”有一
定标准，一般是指江南地区连续3
天的日均气温低于12℃，或连续5
天低于14℃。

“就此次过程来说，江南地区
降温过后气温接近常年同期，预计
农作物大面积受冻害的可能性不
大，达到‘倒春寒’标准的可能性
较小。”方翀说。

此外，沙尘天气频繁来袭，不
少公众有疑问：今年沙尘天气为何
这么多？

中央气象台环境气象室主任张
碧辉表示，3 月是沙尘天气高发
期。今年3月以来蒙古国和我国北
方地区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多大
风天气，加之植被尚未返青，配合
裸露的沙源地地表条件，易出现大
范围沙尘天气。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研究
员丁婷分析说，近年来，我国北方
植被增加总体上有利于侵袭我国的
沙尘天气次数逐步减少，但蒙古国
南部的戈壁沙漠也是影响我国的重
要沙源地，2022 年植被生长季蒙
古国降水较近 20 年同期偏少，沙
源地植被覆盖较差。今春前期气温
回暖导致冻土层沙土快速融化，在
一定大风条件下，造成沙源地的沙
尘多次输送至我国。

复杂天气如何应对？

“乍暖还寒”之下，专家建
议，公众外出需适时调整着装，此
轮雨雪降温后早晚时段寒凉，特别
推荐“洋葱式穿衣法”，像洋葱一
样一层一层穿搭，根据不同温度和
环境穿脱。

近日，多地出现冰雹、雷暴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让不少公众猝不
及防。强对流天气带有明显的突发
性和局地性，发生时往往伴随电闪
雷鸣、风大雨急等恶劣天气。

“强对流天气发生时，最好的
防范就是减少外出，避免暴露在
野外，待在安全、坚固的建筑物
里。”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
涛说。

目前各地春耕春播持续推进，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4月
4 日，全国已春播粮食 8260 多万
亩，完成意向面积的 8.7%，进度
同比基本持平。

方翔表示，预计4月春播区大
部天气较好，总体利于春耕春播和
已播作物幼苗生长。长江中下游地
区、华南北部等地降水对库塘蓄水
和早稻移栽用水有利，但需防范部
分地区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干旱
和阶段性低温对春耕春播的不利影
响，建议各地根据天气和墒情条
件，适时开展春播，并做好春管工
作、培育壮苗。

今春天气频频“变脸”为何？

新华社杭州4月5日电 4月5
日是清明节。走进浙江湖州安吉龙山
源陵园，一片绿色竹海间，随风飘动
的黄丝带寄托着人们对逝者的哀思。

这里是一处竹林生态葬场地。
在陵园的生态广场上，石碑上镌刻
着逝者姓名，逝者骨灰则用可降解
骨灰坛深埋于一旁的竹林里。

近年来，安吉在守护绿水青山、
坚持绿色发展的同时，持续推进殡
葬改革，通过完善管理制度、出台奖
励机制等措施，倡导公益性骨灰堂、
竹林葬、树葬、草坪葬等节地生态安
葬方式，其中竹林生态葬是一种具
有当地特色的节地生态葬。

“安吉被称为‘中国竹乡’，竹林
生态葬既实现了入土为安的中国传
统理念，又倡导了‘生命源于自然、
又回归自然’的环保理念。”安吉龙
山源项目负责人黄模敏说。

“与自然融为一体，一直是我父

母的心愿，这也是尊重生命的一种方
式。”在浙江杭州经商的李惠山告诉记
者，2019年，他将父母的骨灰从河北秦
皇岛迁到安吉龙山源的这片竹林中。

今年清明节前，李惠山与一些
竹林生态葬逝者的亲友来到陵园，
参加集体祭拜活动。祭拜活动没有
传统习俗中焚纸钱、放鞭炮等环节，
突出环保与温情。

活动当天，逝者亲友们胸前佩
戴白花，双手合十，一起为逝者祈
福。伴着优雅的琵琶声，他们为逝
者献上鲜花，在竹子上系挂黄丝带，
以表思念之情。

“2015年以来，已有109位逝者
以竹林生态葬的方式长眠于此。”黄
模敏说。

“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和
政府支持力度的加大，环保的生态
安葬方式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安
吉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浙江安吉：

竹林生态葬吹起绿色殡葬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