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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当天开始造雪，冰雪游抢个先手
今冬初雪来得早，济南十余个冰雪旅游项目已开始“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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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百花洲将打造中医药（非遗）文化园

11月30日，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预警，这是今年10月
以来第四轮影响我国的大范围寒潮天气。前段时间，我国经历
了三轮大范围寒潮天气过程，本次寒潮过程后，12月2日至3
日还将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为什么全球变暖背景下，寒潮
还这么频发、猛烈？

北方偏暖的情况
或将延续

寒潮通常在季节转换期多
发，这是因为降温幅度是衡量冷
空气是否达到寒潮级别的重
要标准。处在季节转换期的
11月和3月，气温正在下降或
上升过程中，冷空气叠加基
础温度的起伏变动大，相对
容易满足寒潮标准。

虽然寒潮频发，但截至
11月28日，中东部多地气温
仍较常年偏暖。从目前预报
来看，12月上旬冷空气势力
又将变弱，全国大部尤其是
北方偏暖的情况或将延续。

寒潮总体减少
但更加极端

虽然今冬寒潮偏多，但
数据显示，在全球变暖背景
下，影响我国的寒潮次数总
体呈减少趋势。1951年、1984
年以及1985年影响我国的寒
潮只有2次，而2009年就有8
次。因此，寒潮减少是平均
态，并不是说近几年肯定比
以前少。

寒潮虽然在总体上次数
减少了，但天气气候出现异
常的幅度却在加大。北极冷
空气可能受到更强的扰动，
因此不排除某些地区、某些
时段出现更加极端的寒潮天
气。

一般情况下，极地地区的
冷空气会受到地球西风带控
制，将其圈在一定范围内。虽
然也会经常向低纬度推进，但
西风带控制性较强，就像一个

“羊圈”，正常情况下，冷空气
这些“羊”大都会被西风带这
个“羊圈”圈在极地地区。

在全球变暖和极地放大
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北极地区
升温明显，中高纬地区的温度
梯度减小，欧亚大陆上空的西
风减弱，导致西风带这个“羊
圈”不再像以前那样牢固，被圈在
极地的冷空气更容易突破西风带
向南“一泄而下”。

一方面冷空气较易向南侵
袭，另一方面中纬度地区的经向
环流型加强，更有利于极地或高

纬度的冷空气团南下。这种情况
下，极地冷空气团甚至可以直接
进入我国东北部地区，造成北方
大范围寒潮暴雪等剧烈天气，同
时可进一步向南推进，给我国中
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降温。像今

年1月5日至8日刷新北方多
地气温纪录的超级寒潮就是
如此。

因此，专家指出，全球变
暖与寒潮并不矛盾，反而在
全球变暖背景下，更容易出
现更加极端的寒潮天气。

今年大寒大暖
为何频繁上演？

在西风带中，大气呈波
浪起伏式运动，波浪的低谷
区为低压槽，高峰区为高压
脊。一般来说，高压脊控制的
地方以下沉气流为主，多天
气晴朗；低压槽前方多上升
气流，配合水汽，雨雪频发。

这些槽脊活动在北半球
中高纬度各个地区一直上演
着。在极端天气多发的当下，
西风带环流槽脊活动更容易
出现大波动、大振幅，其表现
就是不断上演的大寒大暖极
端情况。

今年1月5日至8日的寒
潮，虽然让北方多地刷新了
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低温纪
录，但之后的2月，北方又迎
来大回暖，多地刷新同期最
暖纪录。

今年西风带槽脊的南北
跨度异常大。6 月下旬至 7
月，北半球西风带环流存在
四个强高压脊中心，分别在
欧洲、俄罗斯远东地区、北美
西部和大西洋北部上空，对
应区域均出现高温热浪天
气。

这种冷与暖不仅表现
在气温上，它还间接影响着
其他极端天气事件发生。7
月中旬，西风带高压脊持续
偏强，阻挡北上的地中海气
旋系统，造成欧洲持续强降

雨，引发洪涝灾害，导致德国等
地人员伤亡。此外，今年 6月我
国发生的多起龙卷风事件，也
是暖湿气流与冷空气激烈交锋
的反映。

据新华社

森森林林火火灾灾切切勿勿大大意意 记记住住这这份份扑扑救救安安全全指指南南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

坏性大、处置扑救极为困难的灾

害。冬季气候干燥是森林草原火灾

的多发季节，针对已经发生的森林

草原火灾，在实施扑救时对余火的

处理应注意哪些事项？
1 .火灾扑灭，留守人员持续监

视火场，清理易燃物品，彻底消灭

余火以防复燃，直至全部熄灭。
2 .在已控制的火场，余火处理要

从火场边缘开始，逐步向火场推进。
3 .成堆的木材，应将其分开，以

降低热度，使其加速熄灭；平放的

木材，接近地面部分，燃烧较旺，应

将其翻面移动，用刀或铁锹将燃烧

部分刮除，使其加速熄灭。

4 .火场中尤其靠近防火线正在

燃烧的枯萎树木，如无法用水使其

熄灭，则应将其砍倒。如不能将其

砍倒时，其树下周围要加以清除，

清理半径要为树高的一倍半，并要

派人监视，如果自然倒木或树枝掉

落，监视人员应随时扑灭。
5 .接近防火线的树木，燃烧的

树根在地下有延伸穿过防火线的

危害，要将正在燃烧的树根砍断一

节移去，并将切口以土回填踏实。
6 .接近防火线的易燃物要搬移

到火场安全处，如不能移动的树

木，则应该用沙土覆盖。
7 .火场清理时，要随时注意是

否有飞扬的火星，或燃烧的枝叶飞

散到防火线外，尤其风力强大时，

巡查的工作不可松懈。

(来源；中国应急信息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程凌润

各大冰雪旅游项目
已开启预售票模式

“这场降雪过了没几天，济
南的滑雪场和戏雪园就开始预
售了。”从事济南景区票务代理
工作多年的宋女士说，今冬初雪
让济南冰雪旅游提前擂响战鼓。

11月7日，济南市遭遇70年
来同期最大暴雪天气，让泉城

“一夜入冬”。在济南“气象史”
上，11月初迎初雪比较少见，今
年恰逢“立冬”更不多见。

数据显示，1962年11月3日、
2003年11月7日、2009年11月2
日、2012年11月4日，济南曾在11
月初下过雪。算上这场降雪，59
年以来济南市在11月初降初雪
共出现过5次。

今冬初雪提前“到货”，济南
各大冰雪旅游项目也迅速进入

“备战”状态。11月10日起，宋女
士就改变了票务营销策略，从秋
季红叶旅游转战冬季冰雪旅游。

“冬季冰雪旅游项目包括滑
雪场和戏雪园，现在济南共有十
多个项目。”宋女士说，预售票的
价格从39 . 9元到169元不等，总
体来说价格比较亲民。

如今，宋女士每天都会发布
卧虎山滑雪场、龙门山冰雪嘉年
华、金象山滑雪场、泉城公园戏
雪园等有关冰雪旅游的信息，

“内卷”之势不言而喻。
“往年就是12月5日、6日开

业，今年跑马岭·齐鲁雪乡在11
月27日就开始试营业，而且在小
雪节气（11月22日）当天就开始
人工造雪。”宋女士说，济南各大
冰雪旅游项目均需要人工造雪，
通常情况下造雪需要气温达到
0℃以下，整个营业时间不到3个
月。

济南冰雪游市场
正在逐渐扩大

“连续两天的造雪，现在（人
工雪覆盖的面积）基本上达到了
8万平方米左右。”11月23日，跑
马岭生态休闲度假区总经理贾
俊磊称，由于山东省滑雪场比较
多，但是关于雪景的沉浸式旅游

项目相对欠缺一些，他们景区就
利用得天独厚的地形和气候特
点打造了齐鲁雪乡。

仅2020年春节假期，齐鲁雪
乡就纳客2万余人次，从而让一
度没有主打旅游产品的跑马岭
生态休闲度假区重新焕发生机。

“我们一共有200多个冰雪
项目，希望家长和孩子能在这里
找到冬天玩雪的乐趣。”贾俊磊
说，景区通过持续两天的造雪，
成为今年冬天山东省最早试营
业的冰雪主题景区，他们将持续
为游客打造梦幻的冰雪王国。

据了解，济南冬季冰雪旅游
市场正在逐渐扩大，除了最近两
年开业的齐鲁雪乡、华山戏雪园
积极拓展市场外，卧虎山滑雪场
等老牌滑雪场也积极采取拓宽
滑雪道等措施留住顾客。同时，
今年童梦奇缘主题乐园景区等
新景区也盯上了冬季冰雪旅游
市场这块“蛋糕”。“可能会打造
一个冰雪童话世界。”该景区一
名工作人员称。

疫情影响+冬奥会
催热济南冰雪旅游

“疫情对景区的冲击非常

大。现在看，景区靠传统的卖门
票方式已经不行了，传统旺季的
市场机会已经弱了，那么可以靠
冬季的滑雪等项目赢得市场机
会。”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山
东大学文化和旅游研究中心主
任王晨光认为，受疫情影响，近
郊游、自驾游释放了巨大的市场
空间，也是济南各景区紧盯冬季
冰雪旅游的动力。

同时，王晨光认为，北京冬
奥会以及有关促进冬季冰雪运
动的措施，也助推了济南冬季冰
雪旅游市场逐步扩大，“争夺济
南冬季冰雪旅游市场是企业家
的一种博弈”。

山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
院副教授张晴称，济南十多个冰
雪旅游项目提前搞促销，是景区
适应疫情形势的表现，可以满足
人们的冬季户外娱乐需求。“冰
雪旅游的主要群体是年轻人，尤
其是高校学生，而济南好多高校
会提前放假，景区的营销策略也
就提前了。”张晴分析道。

对于济南冬季冰雪旅游项
目竞争“白热化”的现象，张晴
说，各大景区应该提供性价比更
高的产品，并且提高安全性，从
而在竞争中取胜。

今年，济南市首场降雪在立冬早早“到货”，目前，济南十余个冰雪旅游项目已经开启预售票模
式，“后起之秀”齐鲁雪乡在11月27日就进行试营业，并提前在小雪节气当天造雪，从而擂响了行业
竞争的战鼓。

11月27日，跑马岭·齐鲁雪乡试营业，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冰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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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延伸阅读

本报济南11月30日讯（记者
夏侯凤超） 记者近日获悉，济

南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将于近期
进行整体提升，将泉水文化、名医
文化等元素融入园区整体规划，
建设百花洲中医药（非遗）文化
园，打造“泉水＋中医药”特色主
题文化园区。

百花洲中医药（非遗）文化园
将以中医药（非遗）文化为主线，
突出“彰显文化、特色明显、名医
集聚、便民惠民”的特点。园区将
充分发挥中医药经济实惠、技术
精湛、疗效显著等特点，利用百花
洲地处中心城区、方便居民到达
的优越地理位置和文化旅游资源
丰富的优势，将推广泉城景观与
普及传统中医药文化相结合，将
品鉴泉水文化与弘扬传统中医药
文化相结合，将游客实地体验与
传承传统中医药文化相结合，满
足居民群众对中医药健康文化的

实际需求，探索具有济南特色的
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路径，为加
快“康养济南”建设、全面弘扬非
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有力支持。

园区在对原有非遗业态全面
提升的基础上，引入济南本地和
国内其他地区著名及特色非遗项
目，推动非遗健康发展。同时，发
挥品牌叠加效应，汇集赵树堂、宏
济堂、同仁堂等国内知名中医药
老字号，成立老中医工作站、名医
堂，打造智慧精标中药房。同时，
将着力打造中医药文化体验馆，
丰富展览内容，创新中医药特色
宣传，充分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医
药文化；设立VR虚拟体验馆，情
景还原济南传统名医问诊现场，
使市民群众及来往游客身临其境
体验“观摸闻尝、望闻问切”的传
统中医药文化；采取沉浸式体验
方式，设立名医把脉、中药配制、
泉水煮药等各类体验专区，使游

客充分感受泉水文化和中医药文
化的魅力。此外，园区还将开展中
医药“非遗”文化进校园、进社区
活动，以社会实践方式强化青少
年中医药文化教育，为社区居民
提供讲座、义诊等便捷中医药特
色服务。

据悉，园区着力打造全市
唯一一处集诊疗养生、文创旅
游、传统文化展示为一体的中
医药文化集聚区和展示窗口，
计划于 2022年实现基本运营，
三年内将成为立足省内、辐射
北方地区、全国知名的中医药

（非遗）文化园区，擦亮中医药
（非遗）文化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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