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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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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6时）
AQI指数 213 空气质量：重度污染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
良：攀枝花、绵阳、广元、宜宾、雅安、巴中
轻度污染：乐山、遂宁、内江、泸州、南
充、眉山、广安、达州、资阳
中度污染：自贡、德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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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71—201
空气质量等级：中度至重度污染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部分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大部城市为良至轻
度污染，部分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重庆65岁阿姨河中勇救轻生小伙
获阿里正能量特别奖1万元

11月1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授予重
庆璧山勇救轻生小伙的65岁李新阿姨
正能量特别奖证书和1万元正能量奖
金，感谢她在寒风冷水中，不顾个人安
危伸出援手，勇救轻生小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驱车
来到璧山，把阿里正能量奖状送到了
李新阿姨手中。颁奖词是这样写的：

为救援，65岁的她脱衣下水、拼尽
力气举起男子，忘记了寒冷和害怕，生
死面前她不让须眉、毫不犹豫。

一句“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让
我们看到了隐没在平凡生活中的了不
起。无论在她的手上还是心头，生命
都重若千金。她将见义勇为，视作骨
血中延续下来的传承。女性的勇敢和
担当，在这一刻熠熠闪光。因为有她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多了一份温暖。

提 起 李 新 阿 姨 的 见 义 勇 为 行
为 ，就 得 回 溯 到 11 月 12 日 晚 8 时
许 。 当 时 在 璧 山 区 璧 南 河 双 星 桥
下，一位 90 后壮小伙脸朝下漂浮在
冰冷的河水中，在他身旁，一位阿姨
正在奋力地把他拖向岸边。此时的
气温，9℃。

施救者是已经65岁的李新阿姨，
她是璧山织染厂的一名退休工人，当
天她正和朋友一起在河边散步。当发
现有人轻生掉入璧南河后，她的第一
反应就是脱掉外套，下水救人。

经过两次在水中的托举，又在其
他热心市民的帮助下，轻生小伙被救
上了岸，并得到当地医疗部门及时的
救治，小伙子逐渐恢复了意识。

而这时，人们再想找李阿姨时，她
已经悄然离开了现场。

11 月 14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实地采访后，对“李新阿姨勇救
轻生小伙”的感人事迹进行了详细报
道，并在抖音、微信、微博、腾讯新闻
APP等多个平台进行推送，不仅总阅读
量超过200万，更引来央视新闻、中新
社等全国主流媒体的跟进报道。

李新阿姨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
赢得了网友们的点赞评论：“一座重
庆城，嘿多好心人，孃孃值得敬佩”

“最美重庆孃孃”“这么冷的天拼了
命去救人，这个孃孃真的超级可爱”

“孃孃好样的，你挽救了一个家庭的
幸福”。

11月15日下午，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看到相关报道后，致电封面新闻，
希望能代为向李阿姨转达敬意，并奖
励她1万元正能量奖金，感谢她对生命
的坚持和珍惜。

“真的只是举手之劳，面对一条生
命，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得知自
己获奖，李新阿姨很意外，她说自己只

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年轻的
时候她曾是璧山游泳队的队员，正因
为会水，才有了救人的把握。

“从来没想过自己小小的一个举
动会引来这么多的关注，感谢大家的
肯定和赞赏，但这些都让我觉得受之
有愧。”李阿姨哽咽地说，现在回想一
下，如果自己当时没有救那个小伙子，
那她这辈子内心都不会安稳。

“有人称我为英雄，我说我算什么
英雄啊。”在李阿姨心目中，真正的英
雄是像张桂梅老师那样的人，“比起张
桂梅老师的感人事迹，我跳河救人的
事情根本就不值一提。”

事实上，乐于助人已经是李阿姨
的一种习惯。闺蜜龚阿姨透露，2000
年初，李阿姨下岗后一个月只有 200
多元的生活费，但她把工厂倒闭后分
得的一点钱拿出来，每月资助一名品
学兼优的大学生300元生活费。

“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
之。从小到大父亲都是这样教导我
的，我将终生铭记于心，并教导自己
的后代也要做这样的人。”李阿姨说。

春夏啾冬。这本是一个调侃，说
秋天很短，“啾”地一下就没了。然而，
成都却让它成为了现实。

成都已于11月7日正式入冬，较
常年提前了22天。而当积极的冬天遇
到迟到的秋天，今年，成都的秋天是
1982年以来最短的。

最短的秋遇到最早的冬，今年冬
天会冷成什么样子呢？

立冬节气当天即入冬

成都已于11月7日正式入冬。这
是11月15日成都市气象台官宣的。

为何“过”了一周要官宣？这是因
为判定季节的变换需要时间。按照气
象学的定义，当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
低于 10℃时，第一个平均气温低于
10℃的日期就是入冬日。

以温江国家气象观测站记录作
为代表，从 11 月 7 日开始平均气温基
本就低于 10℃（12 日例外），从 11 月
10 日开始到 14 日连续 5 天的滑动平
均 气 温 全 部 低 于 10℃ ，因 此 判 定
2021 年成都入冬时间为 11 月 7 日，

也就是立冬节气当日。

2000年来最晚的秋天

不少人应该依稀还记得，成都在
上个月才官宣了入秋。

确实，今年成都的秋天来得晚。
国庆假期前几天，成都还处于夏天，直
到一股强冷空气，才终于催着迟到的
秋天登场。10 月 4 日，成都迎来了自
2000年来最晚的秋天。

提前22天进入冬天

虽然秋天迟到了，可冬天却很积极。
同样是一股“速冻”全国大部的强

冷空气带来的换季。11 月 4 日开始，
今年下半年来最强寒潮自北向南速冻
我国。北方多地集体迎初雪，四川高
海拔山区也加入降雪行列。

成都就是在这次降温中入冬的。
成都常年入冬时间为11月29日，

今年入冬时间直接提前了22天，比最
晚入冬的 2015 年（当年 12 月 12 日入
冬）提前了35天。

会不会迎“最冷”冬天？

这样一算，成都今年秋天只有短

短34天，是1982年以来最短的秋天。
加上最近大家都在谈的“拉尼

娜”。不少人担心，今年冬天会不会特
别冷。

拉尼娜事件可以视为全球气候变
暖背景下的“冷插曲”，从历史数据来
看，在多数拉尼娜事件达到盛期的冬
季，我国冷空气活动比常年频繁，中东
部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概
率较大。

从成都市气象台《2021-2022 年
冬季气候趋势预测》来看，今年冬季平
均气温预计为7.0℃，较常年同期偏低
0.2℃。

偏低主要在 2022 年 1 月和 2 月。
今年12月平均气温与常年同期是持平
的。1 月平均气温为 5.5℃，较常年同
期（5.9℃）偏低0.4℃；2月为8.0℃，较
常年同期（8.4℃）偏低0.4℃。

成 都 市 气 象 台 预 计 成 都 地 区
2021-2022年冬季影响成都的冷空气
活动频繁，势力偏强，平均气温总体较
历史同期偏低，季节内气温阶段性变化
特征明显，1月中旬到2月中旬期间出
现强降温或极端低温事件的概率大，山
区易出现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茂佳见习记者 曹钰

李阿姨展示获奖证书。

最近40年来最短的秋最早的冬

今年冬天成都会更冷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李阿姨救起小伙后上岸。视频截图

今年前10月
四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6万亿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熊英英）11 月 16
日，四川省统计局发布 2021 年 1 月至 10 月
四川省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数据。数据显示，
今年1月至10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9630.1亿元，同比增长18.0%，两年平
均增长6.5%。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
额16119.2亿元，同比增长17.7%；乡村消费
品零售额3510.8亿元，增长19.2%。

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 2756.3 亿元，
同比增长42.6%；商品零售16873.7亿元，增
长14.8%。在商品零售中，限额以上企业（单
位）通过互联网实现商品零售额 1178.7 亿
元，增长22.7%。

从热点商品看，粮油、食品、饮料、烟酒
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8.1%，服装、鞋帽、针纺
织品类增长19.1%，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增长15.3%，中西药品类增长16.4%，家具类
增长14.3%，石油及制品类增长22.9%，汽车
类增长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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