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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三天南京以阴雨
天气为主

6月 20日，入梅的第二天，淮
河以南地区出现了降雨，省内东
南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苏
州和南通的局部地区出现了暴
雨。虽然降水强度不大，但高湿
度环境下，体感很闷热。

“由于雨带南压，18日夜里到
19日那波降水南移，20日雨水短
暂停歇。”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严
文莲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南京21
日白天逐渐停歇，以对流天气为
主。21日夜里开始，随着雨带北
抬，沿淮和江淮之间会有明显降
水过程。22日雨带再次南压，降
水主要区域又会转移到淮河以南
地区。

逐日来看，20 日夜里到 21
日，全省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其中沿江苏南及长江以北西部地
区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1日夜里
到22日，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雨
量：沿淮和江淮之间大到暴雨、局
部大暴雨，沿江和苏南地区中到
大雨；22日夜里到 23日，江淮之

间南部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
雨并渐止转多云，雨量：中到大
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

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北抬，
今起三天，南京依旧以阴雨天气
为主。其中，21日晚上至 22日，
水汽条件和对流条件好，预计南
京中北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雷
雨地区短时阵风7到9级，需加强
防范，23日雨水渐止，全市阴转多
云。不过由于副热带高压的小范
围波动，雨带依旧在南京附近摆
动，预计23日夜间至25日、26日
夜间至29日，南京还将迎来多场
降水过程。

出梅后第一轮高温已
经安排上了

今起三天，气温依旧是北高南
低，江苏北部部分地区有高温天
气。其中，21日最高温度：西北部
地区 32℃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
30～31℃，其他地区 34～35℃；
22 日最高温度：淮北地区 34～
35℃，其他地区 29～30℃；23 日
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32～
33℃，淮北地区36～37℃，其他地
区34℃左右。虽然高温仅出现在
淮北地区，但空气湿度大，体感可
能也会逼近高温线。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7月上旬
中后期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将出
梅。刚刚出梅，高温过程就安排
上了。6月 20日，江苏省气候中
心发布2024年 7月1日至7月20
日气候预测，预计7月1日至7月
20日全省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较

常年偏高0～1℃。月极端最高气
温 33~36℃。全省范围内有 1次
高温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中旬
后期。

降水预测方面，预计7月1日
至7月20日淮北地区降水量较常
年偏多2～5成，江淮之间和苏南
地区较常年偏多0～2成。全省范
围内有 3 次降水过程，发生时段
为：7月上旬前期、7月上旬后期和
7月中旬前期。

此外，根据统计，近1个月以
来（2024 年 5 月 21 日～6 月 19
日），淮北地区平均气温25.3℃，江
淮之间 23.9℃，苏南地区 24.4℃；
与常年同期相比，淮北地区偏高
2.3℃，江淮之间偏高 1.2℃，苏南
地区偏高 1℃。近 1 个月以来
（2024年 5月 21日～6月19日），
淮北地区降水量 16.7 毫米，江淮
之间 26.1 毫米，苏南地区 74.4 毫
米；与常年同期相比，淮北地区偏
少7.7成，江淮之间偏少7.5成，苏
南地区偏少4.5成。

南京三日天气
今天 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北

部地区大雨到暴雨，其他地
区中雨到大雨 西南风4到5
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
阵风7到9级 25~29℃

明天 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
到暴雨 西南风4到5级，有
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
到9级 25~29℃

后天 阴转多云 西到西南风4到5
级 25~33℃

朱红色的宫墙、黄色的琉璃
瓦、故宫“同款”石狮子……在宿
迁皂河古镇，有一座“小故宫”，乾
隆皇帝六次下江南，五次都驻跸
于此。这就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龙王庙行宫，究竟有什么魅力，让
乾隆皇帝对它情有独钟？

古老的大运河从宿迁穿境而
过，据史料记载，运河流经宿迁开
辟了三个历史阶段不同的主航
道，境内的汴河、黄河故道和中运
河先后作为隋至元、元至清和清
以后的漕运主航道。

皂河古镇的地理位置绝佳，北
临骆马湖、南接黄河故道、京杭大
运河侧身而过。当年，乾隆皇帝
的豪华船队沿着大运河南下，便
在这里的码头上岸，当年的御用
码头至今仍然保留着。

走进龙王庙行宫，抬眼便能看
见乾隆皇帝御笔题写的“敕建安
澜龙王庙”。原来，历史上，由于
古黄河故道连年水患，清代顺治
年间，便在这里建了龙王庙，以祈
求“龙王”消除水患。后经康熙、
雍正、乾隆等几位皇帝的修建和
扩建，才形成如今三院九进的风
貌。讲解员侯倩介绍，在全国所
有的乾隆行宫中，宿迁乾隆行宫
规格最高、规模最大。

龙王庙里最珍贵的文物是一

对石狮、一块乾隆御碑。御碑碑
文称，“其地前控大河，后临运道，
洪流遄波 ，远近奔汇 ，号为 最
险”。门外的对联“唯德动天，九
州泽被；其功在水，四海安澜”写
满了对江河安澜的祈愿。

它的特别之处，还在于碑座。
常见的碑座形象大多是“力大可
负三山五岳”的神兽赑屃，而龙王
庙御碑用的则是“吞江吐水”的

“避水兽”蚣蝮形象，这样的设计
也更符合龙王庙祈求趋避水患的
寓意。

“青青荷叶清水塘，鸳鸯成对
又成双……”在龙王庙行宫的古
戏台上，柳琴戏《梁山伯与祝英
台》正在上演。宿迁有句俗话“三
天不听拉魂腔，吃饭睡觉都不
香”，说的就是非遗柳琴戏。相
传，清代康熙、乾隆皇帝就在这里
观看柳琴戏。

从曾经的水患肆虐到如今的
安澜清波，龙王庙行宫已经失去
了当年的作用，但每年的农历正
月初八、初九、初十这三天，皂河
龙王庙会依然热闹非凡。传承了
300多年的庙会，如今已发展为集
文化展示、商品贸易于一体的大
型活动，成为宿迁大运河文化带
上的一张名片。

“国宝里的大运河”全媒体报
道由现代快报发起，联动北京广
播电视台、每日新报、河北日报、
齐鲁晚报、大河网、大皖新闻、都
市快报等大运河沿线八省市主流
媒体共同推出。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杨亦文 裴诗语/文 钱念秋/摄

现代快报讯（记者 卢河燕）“昼
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时序流
转，6月21日4时51分，夏至时节如
约而至。此时节遍地青绿，满目葱
茏，处处生机。

夏至的“至”指的是“极、最”，强
调的是天文意义上的极致。这一
天，是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时间最长
的一天。人们从夏至这天开始数

“夏九九”，感受从炎炎夏日到逐渐
凉爽的变化。夏至虽热，却是万物
生长最茂盛的时候。多地荷塘内幽
香浮动，沁人心脾。

小小的荷塘被荷叶塞得满而又
满，微风吹过，荷叶伴着荷花轻轻浮
动，顿减几分暑气。粉色的花瓣，黄色
的花蕊，迎风摇曳的荷枝，仿佛一幅天
然的水彩画。凌波翠盖间，偶有蜻蜓
停立，与荷叶相映成趣。人们漫步湖
畔，感受水边荷塘的清韵。成片的格
桑花迎风盛开，看上去清新又烂漫。

高温下，街头法桐长势旺盛。从
城门到立交桥，从图书馆到教学楼，披
上了爬山虎的“限定皮肤”，一处处“绿
野仙踪”展现出别样的美感。

眼下，江南地区已经进入了梅
雨季。天气多变，雨水充沛，正所谓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
蛙”。悠悠夏日，蝉鸣阵阵，一起迎
接夏至小美好吧。

“梅姑娘”掉线一天后重新上岗
今明全省多地有较强降水

入梅第二天，随着雨带南压，
“梅姑娘”暂时掉线，江苏淮河以
南地区阳光甚至一度露头。今起
三天，雨带将先北抬再南压，全省
重返阴雨天，其中6月21—22日
降水较强，有出行计划的记得及
时关注预报信息。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红艳

风吹荷香
夏至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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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300年
探秘乾隆沿运河下江南的行宫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张伦 记
者 毛晓华）近日，56岁的女子马
某在家里一次用力抬头后，颈部
开始疼痛，随后右上肢和右下肢
麻木失去知觉，半个身子瘫痪。

前不久，患有高血压的马某在
家里一次用力抬头后，颈部开始
疼痛，随后右上肢和右下肢麻木
失去知觉。家人连夜将马某送到
泰兴市人民医院。到医院后，马
某的右半个身子不能动弹，一侧
肢体毫无力量，但意识尚且清醒，
整个人如同瘫痪了一样。

看到马某的症状后，骨科主任
罗卫华结合相关影像资料，当即
诊断其颈椎硬膜外血肿、颈部脊
髓损伤及不完全瘫痪。“颈椎椎管
内的颈髓是高级神经中枢，非常
脆弱。正是这个血肿，压迫住了

马某的高位颈髓，导致其半身瘫
痪。”

据悉，自发性椎管内硬膜外血
肿是一种临床罕见、病因不明的
疾病，发病率只有百万分之一，可
能的病因包括血管畸形、凝血功
能异常、椎体血管瘤破裂等，起病
急，临床工作中极易漏诊误诊。

罗卫华说，特别是这种急性椎
管内硬膜外血肿，一旦确诊应尽
早手术治疗，早期清除血肿、解除
神经压迫。若处理不及时，将导
致神经功能不可逆性损害。罗卫
华和汤凌手术团队为马某实施急
诊手术，通过在马某的颈椎后路
打开一扇“门”，扩大颈椎椎管的
容积，巧妙解除了脊髓的压迫，清
除椎管内的血肿，成功解除了马
某的瘫痪风险。

发病率仅百万分之一

大妈猛抬头致半身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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