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 媒 记 者 江 苏 行

现代快报讯（记者 卢河燕）“黄
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近期沿江苏南雨水一波接着一波，
多地云层较厚，阴雨连绵。6月11
日，江苏气象发布梅雨预报，6月
11日—12日江苏淮河以南地区自
南向北先后入梅，预计今年江苏淮
河以南地区平均梅雨量较常年偏
多，7月上旬后期出梅，较常年偏
早。雨连连、黏糊糊的梅雨季来
了，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伞。

具体来看，预计6月11日—12
日江苏淮河以南地区自南向北先
后入梅，较常年（6 月 19 日）偏早
7～8天。入梅后，雨带南北摆动，
降雨阶段性特点明显。降雨间歇
期间有高温天气，梅雨期多强对流
天气，并可能受台风影响。

预计今年江苏淮河以南地区
平均梅雨量 260～300 毫米，较常
年（256 毫米）偏多；梅雨期间，淮
北地区平均降雨量 170～200 毫
米，较常年同期持平或略偏多。预
计7月上旬后期出梅，较常年（7月
13日）偏早。

最近，潮湿闷热的体感相伴。
6月11日，苏州、常州、无锡、南通

气象官宣入梅。南京气象表示，根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 12日
起南京进入梅雨期，较常年（6月19
日）偏早7天。7月上旬后期出梅，
较常年（7月 13日）偏早。梅雨量
260～300 毫米，较常年（258.8～
293.0毫米）正常略偏多。今起三天
南京阴有雷阵雨，6月12日最高气
温 25～26℃，13 日最高气温回升
至 30～31℃，14日最高气温 32℃
左右。

从全省来看，今起三天江苏多
降水过程，温度逐渐升高。6月11
日20时到6月12日20时，江淮之
间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阴有阵雨
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局部大雨，
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沿淮和
淮北地区31～32℃，苏南南部地区
27℃左右，其他地区25～26℃；最
低温度：苏南地区20℃左右，其他
地区 17～18℃。全省偏东风 4级
阵风5～6级。

6月12日20时到6月13日20
时，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
江以北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最
高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 33～
34℃，其他地区30～31℃；最低温

度：全省22～23℃。全省东南风4
级阵风 5～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
时短时阵风7～9级。

6 月 13 日 20 时到 6 月 14 日
20 时，全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
雨，其中淮北部分地区雨量中
等。最高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
34℃左右，其他地区 31～32℃；
最低温度：全省 24℃左右。全省
东南风4级阵风5～6级转西南风
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
阵风7～9级。

南京三日天气
今天 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东

到东南风 4 到 5 级 20～
25℃左右

明天 阴有阵雨或雷雨 东南风4到
5级 23～31℃

后天 阴有阵雨或雷雨 西南风4到
5级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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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多地官宣入梅，预计今年出梅偏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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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记者 王新月）6
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40
余名记者赴江苏采访“十四五”发
展成就和经济大省挑大梁成果成
效。其中包括来自美国、英国、西
班牙、荷兰、印度尼西亚、土耳其、
韩国、日本、巴西等国媒体的外国
记者。当天下午，采访团一行游览
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晚餐后，乘
坐秦淮河画舫夜游，在桨声灯影中
邂逅了南京最动人的夜色。

船行河上，两岸古建筑鳞次栉
比，白墙黛瓦间点缀着灯笼的光
影，仿若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卷。来
自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艾特
金是第一次来到南京，他说，这里
充满历史底蕴又生气勃勃，处处浸
润着历史韵味，同时与自然和谐相
融。这种独特的交融让他感到无
比惊喜。

“Elegant（雅致）！”当被问及
游览感受时，艾特金脱口而出，“此
时此刻，身后是一泓碧水，眼前是
琼楼玉宇，处处难掩优雅气韵。”

艾特金说，南京城和秦淮河的
交融之美，让他想起故乡伊斯坦布
尔，那里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将欧亚

大陆一分为二，独特的水域风光和
城市景观同样和谐共生。

作为南京的“母亲河”，秦淮河
在南京城壕分为内外二流。流经
城壕的绕城入江，为护城河，称外
秦淮；流入城内的从东水关入城，
西水关出城，称内秦淮。内秦淮河
全长约5公里，史称“十里秦淮”，
沿岸分别有东水关遗址公园、桃叶
渡、白鹭洲公园、江南贡院、瞻园等
景点。

夜幕初垂，秦淮河畔的灯火次

第亮起，映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
上，仿佛洒下了一片片碎金。采
访团记者们乘坐画舫，欣赏秦淮
河两岸不尽繁华，领略古都韵味，
仿佛穿越时空，与历史对话。这
种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让人流
连忘返。

来自圣保罗页报的巴西记者
潘内森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乘船
夜游非常美妙，非常浪漫，或者说
很有情调。真希望我妻子也在
这里。”

夜游秦淮邂逅古都新韵
外媒记者流连忘返

现代快报讯（记者 王菲）盐
城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最新发布数据显示，随着今年产
崽季基本结束，保护区麋鹿种群
进一步壮大。今年新生小鹿759
头，麋鹿总数达到8502头，其中
野外麋鹿种群达3673头。

此外，2024年5月至2025年
5月，大丰麋鹿保护区迁地保护
输出麋鹿110头。

据统计，目前，我国的麋鹿数
量占到全球总数的80%以上。

自1986年从英国引进39头
麋鹿，经过三十多年的有效保
护，盐城大丰重新建立起世界面
积最大的麋鹿保护区，拥有世界
最大的麋鹿野生种群，为人类拯

救濒危物种提供了成功范例。
不仅如此，大丰麋鹿保护区

还有其他 240 多种野生保护动
物。生物圈逐年扩大、生物量持
续上升、生态系统日趋完善。

2019 年 7 月 5 日，中国黄
（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
第一处滨海湿地类型世界自然遗
产，大丰麋鹿保护区全境入选。

黄海湿地申遗成功后，保护
区采取更为严格的管理措施，
在麋鹿保护中走出一条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新路子，建成集科
研保护与生态旅游、麋鹿文化与
科普宣教为一体的全国示范保
护区。

大丰麋鹿保护区今年新生759头麋鹿
麋鹿总数达到8502头

现代快报讯（记者 顾潇）位
于扬州老城区南河下街区的苏
唱街，以独特的戏曲文化底蕴闻
名大江南北。其中，苏唱街1号
更是清代全国仅有的两处梨园
总局所在地之一，承载着丰富的
历史文化记忆。去年扬州市启
动了苏唱街1号地块的改造更新
项目，目前已基本完成改造。按
照“历史建筑+复合业态”的理
念，通过“修旧如故，功能维新”
的手法，使其“焕新重生”。

走进苏唱街 1号，现场的脚
手架已经全部拆除，工人们正在
进行最后的清理工作，两三栋老
建筑褪去了沧桑的外衣。绿色
的油漆墙裙、水磨石的地面、木
框的宣传栏、黑板上的粉笔字
……保留下的是20世纪90年代
的校园风格。庭院中央，那棵
260 年树龄的老银杏树郁郁葱
葱，与周边复古风格的建筑和谐
共处，见证着岁月的年轮。银杏
树下是一座钢结构新建筑，这便
是新打造的梨园剧场，投用后，
市民游客可在这里欣赏戏曲表
演，登上剧场顶部，还能欣赏古
银杏。

苏唱街名字叫街，实际上只
是一条宽不过3米的小巷子，这
里曾因戏曲名扬天下，其中苏唱
街1号作为清代全国仅有的两处
梨园总局之一，见证了昆曲的辉
煌与京剧的诞生。

“清代文人李斗在《扬州画舫

录》里就写到过梨园总局。”扬州
文史专家黄继林告诉记者，根据
该书记载“城内苏唱街老郎堂，
梨园总局也。每一班入城，先于
老郎堂祷祀，谓之挂牌。次于司
徒庙演唱，谓之挂衣。”老郎神是
传说中主管演艺的神仙，他白面
无须，头戴王帽，身穿黄袍。另
有一说，“老郎”一词指代的是老
师傅、老曲艺家。

后来，苏唱街 1号相继成为
服装厂和工业职业学校。改造
前，整个建筑内教育空间的温情
记忆依然存在。本次改造，施工
单位聚焦“工业教育遗产”这一
新维度，围绕回字形内院的原有
建筑实施“微更新”。据工程现
场负责人介绍，他们尽量保留了
以前的老物件，包括原来的橱
窗、黑板、建筑风格主色调。虽
然有一些门窗进行了换新，但还
是以前的老样式。

通过改造，让苏唱街 1号在
保护延续文化记忆和建筑肌理
的同时，赋予了各类符合现代生
活的新功能。未来，这里还将按
照“活力、精致、人文”的定位，建
成集观演、展览、商业等为一体
的综合性场所。

扬州梨园总局将“重出江湖”

近日，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收到一份来自南京市鼓楼区
西桥 25 号用户的“12345”表扬
工单，对出户项目中工作人员的
高效施工与优质服务给予了高
度认可。

南京水务集团在接到用户反
映后，迅速组织技术团队进行现
场勘查，并制定了详细的管道更
换方案。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
主动协调市政、绿化、交警及街
道等部门办理施工手续，并同步
与用户沟通，详细说明施工安排
及注意事项，最大程度降低对居
民生活的影响。完工后，工作人

员还耐心指导用户如何正确用
水，并留下了联系方式以便后续
咨询。

用户在打开水龙头看到清澈
的自来水时，不禁连连称赞：“现
在打开水龙头，水又清又亮，再
也不用担心水质问题了！”

这份真挚的反馈，不仅是对
南京水务集团民生服务工作的
肯定，更彰显了水务人“为民办
实事”的责任担当。未来，南京
水务集团将继续优化服务流程、
强化技术保障，以实际行动书写

“水润万家”的暖心篇章。
通讯员 孙诗文

南京水务集团高效施工
市民打12345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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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团一行
游览夫子庙—秦淮
风光带

现 代 快 报/现
代+记者 苏蕊 摄

▲▶夜泊秦
淮邂逅古都新韵，
欣赏秦淮河两岸
不尽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