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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刘海锋 通讯员陈声超

12月10日，武汉市东西湖区发布人工
影响天气作业公告称，10日至11日在府河
围堤相关区域发射火箭弹人工增雨，提醒
市民发现疑似火箭弹飘落物切勿捡拾。12
月3日，新洲区也曾发布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公告。进入冬季，为何气象部门连续开展
人工增雨作业？除发射火箭弹外，还有没
有其他人工增雨方式？11日下午，针对市
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武汉市气象部门作出
回应。

为何眼下要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市气象部门相关人士介绍，11日凌晨3
时已经发射火箭弹进行人工增雨，一方面
是为了缓解东西湖区农业干旱现象，另一
方面是为了改善空气质量。

据悉，今年11月以来，湖北省平均气温
15.2℃，比常年同期高2.6℃，排在历史同期
第二位；全省累计降水20.3毫米，比常年同
期少五成；全省 67%的面积存在轻度至重
度气象干旱，其中潜江、仙桃、荆州、黄石南
部、黄冈南部等地为重度气象干旱；降水严
重不足导致全省大部分地区最小空气相对
湿度不足30%，北部多地不足20%，空气非
常干燥。

根据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武汉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预测，12 月 10 日夜间至 12 日白
天，武汉市将受污染传输影响，空气质量持
续较差。按照相关规定，12月10日20时发
布武汉市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并于12月
11日8时将轻微污染天气应对调整为启动
Ⅲ级应急响应。具体举措中就包括“做好
人工增雨准备，在合适气象条件下开展人
工增雨作业”。

市气象局相关人士说，按照《武汉市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职责分工，市气象
局应“组织、指导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
业”。

为何不要捡拾火箭弹飘落物

长江日报记者注意到，气象部门发布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公告时会提醒市民不要
捡拾火箭弹飘落物。这是为何？

市气象局相关人士解释，火箭弹作业
是人工增雨方式中的一种，其过程是将
携带催化剂的火箭弹发射到 8000 米高
空，火箭头部与箭身在空中分离，各自带
一降落伞飘落地面。未爆炸或未开伞的
火箭弹虽然无毒害，但可能存在安全隐
患。因此，不建议市民捡拾或擅自处理
这些物品。

据了解，火箭弹在发射过程中如出现
因故障未开伞的情形，当地公安部门或气

象部门会依规进行处理。

还有没有其他人工增雨方式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除了发射火
箭弹进行人工增雨外，我省今后还将逐步
采用飞机增雨作业手段。今年11月21日，
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五架新舟60人工影响天
气作业飞机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顺利完成
首飞，这是入列我省的首架人工影响天气
作业飞机。

目前，飞机增雨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
最直接、最有效的人工影响控制技术手
段。省气象局有关负责人说：“国产新舟
60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飞机将在湖北迅速
投入应用，在农业抗旱、水库增蓄、生态
环境保护、森林防灭火、大气环境立体探
测和科学试验等应用场景中发挥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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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行业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管
理、融资等难题如何解决？近日，在东
湖高新区兴屹科技产业园举办的“电
气行业中小企业综合服务”专题会议
上，我市多个部门对电气行业中小企
业“把脉问诊”开“良方”，赋能电气行
业中小企业成“大事业”。全市电气行
业50多家中小企业参加了此次会议。

武汉电气行业中小企业是武汉市
市场监管局确定的第一批行业对标达
标提升试点单位，经过多年发展，武汉
电气行业总产值在华中地区省会城市
中名列前茅，一批企业在全国电力装
备行业有较大的影响力。

质量优先，提升产品竞争力

专题会上，武汉市电气行业协会
会长陈卫斌介绍，交通、通信、水利等

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行，都离不开电
气工程技术的支撑。电气行业中小企
业要根据产业发展需求，按照CCC认
证要求，提升产品竞争力，做大做强，
同时要加强服务，提高接单量。

会议现场，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武
汉分中心专家从质量认证监督及行
政监管等方面为与会企业“支招”质
量提升。湖北兴屹电气集团有限公
司负责人以质量优先为主要内容分
享了提升产品竞争力的经验。据介
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武汉分中心质
量服务站是全市第一个由专业质量
服务机构成立的质量服务站，为企业
质量提升提供“一站式”服务。

政银对接，推动企业融资授信

“电气行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的问题一直存在，这也阻碍了他
们加强产品研发、技术改造和质量
提升。”会上，武汉市市场监管局质
量发展处有关负责人宣讲了湖北省
市场监管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开展“鄂质贷”融资业务的通知》有
关文件精神。随后，汉口银行工作人
员详细介绍了“鄂质贷”相关金融创
新产品，帮助他们了解政策，解决融
资难题。

据介绍，为健全覆盖质量、标准、
检验检测、认证、品牌等要素的融资增
信体系，武汉市市场监管局积极开展
政策宣传，全面归集质量品牌获奖企
业名录清单，建立了市市场监管局、区
市场监管局、企业与汉口银行对接渠
道，推动武汉企业融资授信。

（唐煜 谭贤豪）

温控不达标客户就会退单

5位总监传授控制速冻食品温度秘籍
近日，武汉市速冻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总监讲堂”暨食

品安全风险管控培训会上，一家企业的食品安全总监为大家分
享了企业由于温控不达标造成客户退单的案例，提醒其他速冻
食品生产企业，重点把握生产温度的过程控制。

据了解，“总监讲堂”是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
全市速冻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和质量管理人员、各区市场监管
局业务骨干共230余人参会。

活动现场，湖北武汉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武汉良信达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先味缘食品有限公司、中饮巴比餐饮管理
武汉有限公司、武汉粮群食品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的食品安全
总监围绕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通过读政策、谈管理、找
问题的方式分享了自身企业食品安全管理的做法和经验，帮助
同行业企业共同提升速冻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管
控食品安全风险，推动产业质量提升。

“元旦、春节将至，速冻食品将迎来市民消费高峰，我们希
望通过‘总监讲堂’的培训，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风险。”会上，
武汉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生产处相关负责人对无证生产、虚假

宣传、掺杂使假、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虚假标注生产日期、
标签不合格等6类速冻食品生产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以案说
法，对速冻食品生产环节常见违法行为进行警示教育，同时对

《食品安全法》《速冻食品生产和经营卫生规范》《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了解读。

该负责人介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GB 2760）将于2025年2月8日正式实施，新标删除了经
过调查不再具有工艺必要性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及其使用规
定，即部分食品添加剂在 2024 版实施后，将不在 GB 2760 的
使用规定范围内。“我们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对新标进行学习
落实，依新标调整配方，避免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
剂”。

“总监讲堂”后，全市市场监管部门还将强化节令食品生产
企业的监督检查，速冻食品生产企业要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标准，进一步提高速冻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管理和防范食品
安全风险能力，确保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李爱华 韩子豪）

多方“把脉问诊”开良方

赋能电气行业中小企业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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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种菜，过年就能吃上了。我们
是梁湖大学生助农团队成员。最近，我

们在江夏区五里界街道群益村创办的“共享菜园”
迎来一波小高峰。毕竟，谁不想过年的时候吃上
新鲜蔬菜呢？

虽然现在是冬天，但是“共享菜园”里依旧绿
意满满，有大白菜、小白菜、红菜薹、菠菜、土豆、萝
卜等30多个品种。这个季节，红菜薹、菠菜和大
白菜最受欢迎。为了让蔬菜长得更好，我们用小
薄膜给它们穿上“保暖衣”，提高产量和品质。想
吃的时候，只用加适量盐和肉类一起煮或者炒，回
归食材本身的味道。

想吃到这些蔬菜很简单，我们可以帮你实
现。想象一下，你把喜欢的菜苗小心翼翼地种进
土里，再在旁边插上一块专属小牌子，是不是超有
成就感？你种完菜苗后，我们会帮你浇水、锄草，
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大约45天后，你就能吃上自
己种的菜了。要是你没时间，又很想知道自己种
的菜长得怎么样了，我们会现场拍照或者拍视频
发给你。

我们除了是“农夫”“管家”，我们还是“行走的
农业小百科”：“冬天适合吃什么菜”“霜打的菜更好
吃，因为早晚温差大，蔬菜糖分多，口感更佳”“在菜
场怎么挑选新鲜蔬菜”“吃应季的蔬菜，美味又健
康”“在家里适合种什么菜”“如果你想在家里阳台
种菜，我们推荐种大蒜、芹菜、菜薹、小葱等，多施点
肥，冬天偶尔浇浇水，40天左右就能长起来”……

运营一年多以来，“共享菜园”已经吸引近
200个家庭参与。很多人都和我们成了好朋友，
平时闲暇时就聊聊种植，毕竟在这里可以感受“看
庭前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的闲适生活。

最让我们骄傲的是，“共享菜园”不仅让土地
得到了有效利用，还让村民增加了收入。种菜之
余，大家还会去周边的农庄游玩，带动了附近乡村
发展。

为了让更多人享受田园生活的乐趣，我们计划明年把种植
规模扩大到200亩左右。同时，我们会把经验分享给更多人，让

“共享菜园”模式在更多地方生根发芽，共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梁湖大学生助农团队

梁湖大学生助农团队创办的“共享菜园”。

一抹金黄惹人醉
初冬时节，武汉三阳路地铁站A口旁，银杏树叶金黄绚烂，

宛如天然画卷铺展。这抹金黄不仅为城市添彩，更吸引众多行
人欣赏拍照、沉醉其中。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多多dd

市民和游客乘船赏景，其乐融融。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韩昶光摄于

解放公园

其乐
融融

又是别人家的学校。这些羽绒服挺好看，我们学
校没有，好想买。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鱼丸粗面 点评《武汉大学有了
专属羽绒服，高校羽绒服哪家强？一起聊聊》

（整理：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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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为何要人工增雨
气象部门：缓解局部干旱，改善空气质量

本地快生菜和外地反季节菜大量上市

多款蔬菜卖出“白菜价”

江岸区新益街好又鲜果蔬卖场内，市民正在买菜。 长江日报记者陈永权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陈勇 通讯员杨槐
柳 罗维舟）武汉警方通过大数据追踪一辆
嫌疑送货车，顺藤摸瓜一举端掉一家藏身
外省的“笑气”生产工厂。武汉“南大门”
守护者——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张家
湾公安检查站民警凭着火眼金睛，让犯罪
嫌疑人无处遁形。

12月10日下午，长江日报记者在张家
湾公安检查站看到，现代化查缉大棚下，
防爆处置、检验核查、设卡拦截等先进装
备一应俱全。“请配合检查，谢谢！”下午 3
时许，副站长潘勇带人到青郑高速公路附

近设卡拦查。这里是武汉通往南方的咽
喉要道，日均往来车辆达上万辆。潘勇介
绍，安检查缉工作看似不复杂，实则是与
各类狡猾的逃犯甚至穷凶极恶的毒贩“短
兵相接”。

2019年起，该检查站进行了全面升级
改造，查缉设备更加先进，智慧警务系统和
平台也都推进到最前线，便于民警对可疑
车辆、人员进行研判、预警、追踪。近年来，
该检查站进一步探索在“专业+机制+大数
据”新型警务模式下提高查缉违法犯罪分
子的精度和广度。

2023年8月，潘勇接到大数据预警，一
辆嫌疑车在其辖区出现。调查信息提示：
近日，有一伙人经常在深夜聚会，出来后似
笑非笑，疑似吸食“笑气”；在他们聚集的场
所经常会有一辆货车出现，缉毒人员遂将
其列入嫌疑车进行追踪。

潘勇随即带人驾车暗中跟踪，很快掌
握了货车的运行规律——它每隔一段时
间都会跑一趟长途，回来后就会去江边一
仓库。

2023 年 9 月 7 日，在武汉市公安局视
频侦查支队等相关部门支持下，潘勇带人

在白沙洲大道将货车截住，当场搜出存储
“笑气”的瓶子 440 个，并移交给珞南派出
所处置。

根据货车司机的交代，武汉警方顺
藤摸瓜一举在外省端掉一个“笑气”生产
工厂。

“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
有甜味的气体，有麻醉作用，并能使人发
笑，因此被称为“笑气”。“笑气”虽然不属传
统意义上的毒品，但具有成瘾性。长期或
大剂量吸食“笑气”会影响身体健康，严重
时甚至危及生命。

公安检查站民警守护武汉“南大门”

大数据追踪查获运输“笑气”嫌疑车

■长江日报记者陈永权 通讯员邹淑婧

国家统计局武汉调查队发布的数据
显示，11 月份，武汉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
涨 0.5%，环比下降 0.4%，降幅继续扩大。
其中，鲜菜价格环比下降16.4%，创今年以
来最大降幅。

白萝卜 0.8 元/斤、土豆 0.99 元/斤、小
白菜 1.2 元/斤、莴苣 1.8 元/斤、红菜薹 5
元/斤……12 月 11 日，长江日报记者走访
武汉多家超市和菜场，发现多款蔬菜价格
回归“白菜价”。菜价下跌原因是什么？
后期菜价走势会如何？记者采访了相关
部门和专家。

“1元菜”大量上市
菜价环比创今年以来最大降幅

12月11日一早，在汉口百大鲜生农贸
市场（世博园店）里，价格便宜的新鲜蔬菜
吸引一拨又一拨市民选购。

“要点啥？这是霜打的红菜薹，可
甜了。”“拥蔬百城”摊主热情地对顾客
说，这段时间菜价都蛮便宜，红菜薹每
斤 5 元，菠菜每斤 3 元，萝卜每斤降到
0.8 元。

正在摊位前买菜的张阿姨说，最近，
大量青菜上市，红菜薹、藜蒿和趴地菠菜
都是应季蔬菜，不仅品质好、口感清新，价
格还十分实惠。

在汉口后湖大道盒马鲜生万家汇店，
记者看到各种蔬菜被整齐地摆放在货架
上，多种蔬菜每斤价格1元至3元，比如上
海青每斤1.65元、土豆每斤1.98元、包菜每
斤2.48元，吸引不少市民选购。

现场工作人员说，入冬以来，蔬菜市
场供应充足，价格与往年同期相比确实下

降不少。比如，特供的每袋300克红菜薹，
往年卖 14.9 元，现在只要 9.9 元，每天供不
应求。

国家统计局武汉调查队提供的数据显
示，11月份，武汉监测的29种鲜菜价格环比

“25降3平1涨”，其中花菜、青椒、西蓝花价
格 降 幅 超 过 三 成 ；鲜 菜 价 格 环 比 下 降

16.4%，创今年以来最大降幅。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部门表示，从一周

蔬菜价格行情监测来看，上周（12月2日至
12月8日），武汉蔬菜价格同比上涨0.26%、
环比下降 0.51%，蔬菜市场整体趋稳，大白
菜、西红柿、黄瓜等部分蔬菜价格仍呈下降
趋势。

今年以来菜价“一波三折”
主要受异常天气影响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蔬菜价格环比
经历了“一波三折”：1月—2月快速上涨，3
月—6月持续下降，7月—9月再次上涨，10
月—11月大幅下降。其中，2月份和11月
份变化最大，分别上涨21.6%、下降16.4%。

“从环比来看，主要是受鲜菜价格超季
节性下降影响。”国家统计局武汉调查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蔬菜价格与天气息息相
关。一方面，今年夏季，武汉遭遇多轮高温
天气，对蔬菜生长、流通造成了一定的影
响，菜价一直处于高位；另一方面，11 月
份，武汉遇到少见的偏高气温，冷空气过程
偏少，非常有利于农产品采摘、储运等，蔬
菜产量大幅回升。

据市气象台监测，今年11月，武汉平
均气温 13.6℃，比常年同期高 2℃，排在
1961 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
期第七位。

武汉市农业科学院专家介绍，最近一
个多月以来，武汉本地快生菜和外地反季
节菜大量上市，加上天气适宜，部分蔬菜正
处于生长旺季，供应充足，带动不少蔬菜价
格超季节性回落。

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相关负责
人称，近期，各大产区的蔬菜进货量均有所
增加。随着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部分蔬
菜品种供应量可能会减少，菜价下行空间
有限，还可能会小幅上涨。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当前武汉市场供应充足，整体价格在合理
范围内。政府职能部门将加强蔬菜价格监
测，抓好“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工作，确保
供应稳定、价格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