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9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报道了
成都市青羊区书香街部分车主乱停车、给当
地居民出行造成较大影响后，收到了多位学
生家长的反映：孩子所在的青羊区胜西小
学周边也长期存在违停车堵路的问题。

“尤其是在放学时间，乱停乱放的车
子挤满了非机动车道，使得不少家长和
孩子被迫在机动车道上穿行，太危险
了。”市民赵女士说。

情况到底如何？4月20日，记者进行
了走访调查。

家长无奈
接娃走机动车道太危险

“我孩子就在这里读书。”20日下午
临近放学时间，市民赵女士骑着电瓶车
来到横小南街附近的胜西小学，准备接
孩子回家。看着距离校门口不远处的非
机动车道停满一串汽车，她叹了口气：

“接上孩子只能在机动车道上穿行，出来

后就是蜀都大道金河路，来往车辆非常
多，实在太危险了。”

家住附近小区的杨先生说，学校周
边的部分道路存在违停现象很久了，不
仅影响出行和安全，而且违停车堵了出
行道路后，有时候路过的车主一直按喇
叭催促，此起彼伏的声音实在太吵了。

现场走访
规划停车位有很多空着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街全长大约

100米，街道两侧遍布餐馆和商店。在
横小南街和小南街路口，有明显的“禁止
停车”标志。横小南街的道路一侧规划
了约20个停车位，而且有很多空位置，但
是未划定停车位的一边，却违停了10多
辆汽车。

“这边违停现象比较严重，几乎每天
都有。”一位姓何的先生告诉记者，这条
街有很多的机构，一到周末违停车更是
挤满了街道，经常会把这条街堵得水泄
不通。

紧邻横小南街的蜀都大道金河路也
是不少家长接送学生的重要道路，交
警在这条街上设置了临停标志，规定接
送学生的车辆在周一15:00-16：30、
17:30-18:30 以及 周 二 至 周 五 的
15:15-16:00、17:00-18:00 可 以 临
时 停 车 ，但 20 日 16:40，记者发现几
十辆私家车停在这里，有些车辆甚至
停在了公交车道上。

居民期盼
希望真正改善违停问题

当天16:48，记者拨打了交警四分局
电话，反映横小南街车辆乱停乱放的情
况。不久，几名交警来到现场，部分车子
见交警到来马上离开。对一些没有离开
的违停车，交警在现场进行了拍照取证。

附近居民张女士说，每次反映问题
后交警都会来处理，但交警刚一走，一些
车子又停在路边，“很感谢交警及时处
理，希望能彻底根治这个违停问题和安
全隐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田之路
实习生 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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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的违停车辆排了一长串。 路口有明显的禁停标志。

从2007年开始献血至今，宜宾市南
溪区46岁的稀有血型献血志愿者夏春
华已累计献血16次，每次献血量均为
400毫升。

4月19日，在南溪区的长江边，夏春
华向记者讲述了他的“熊猫血”献血记。
从因血型特殊被常规采血人员拒采，到
专人上门“定点”采血，再到如今积极主
动参与到献血中，夏春华希望自己能一
直坚持献血到60岁。

曾因血型特殊被拒采
如今积极参与献血

“退伍后我在成都打过一段时间的
零工，2000年时在天府广场看到采血
车，心里便萌生了献血的想法，但当时排
队的人太多了，没有献成。”夏春华说，他
第一次知道自己是稀罕的“熊猫血”是在
2008年。

那一年，血站到南溪采血，夏春华跑
去排队，“排了很长时间，轮到我时，护士

看看我的资料，又看看我，说我的血型比
较特殊，他们暂时不采。”他说，这次献血
经历印象太深了，“当时采血的工作人员
说由于我血型特殊，难以保存，让我留下
联系方式，当他们急需用血的时候联系
我。”从这以后，夏春华才知道自己的血
型是人们口中的“熊猫血”——Rh阴性
O型血。

这个电话一直到2009年11月才响
起。“当时我在南溪经营着一个小店铺，
医务人员从宜宾开车到我店铺来采。”夏
春华说，自此之后，每当血库需要用血且
自身条件允许时，他都会配合医务人员
献血，有时是在店铺里，有时是在家里。

在夏春华看来，献血是一件很平常的
事情，哪怕是特殊血型。“最初知道自己是

‘熊猫血’还有点激动，成为了大家口中的
‘稀有物’，但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夏春华说，15年来他献血16次。

很少问医生血的用途
希望能献血到60岁

夏春华说，他很少问医生血的用途，

唯一一次是在家里抽血时，他母亲在旁
边和医生闲聊，获悉一位Rh阴性O型血
的孕妇即将生小孩，采血是为她出现大
出血等意外作准备。

“当时听说用途后，反而希望血用不
上，不要出现意外。”夏春华说。

“我们宜宾有两个稀有血型献血志
愿者的微信群，每当出现血液需求时，血

站的医生会在群里发布相关信息，志愿
者们也会第一时间响应，参与献血。”夏
春华说，今年4月15日他参加的献血，就
是根据群里的信息参加的。

记者通过夏春华的微信看到，在一
个名叫“宜宾熊猫之家”的稀有血型志愿
者群内，共有151名成员，不时会有血站
的工作人员发布血液需求信息，血型匹
配且身体状况符合要求的志愿者会按约
定的时间、地点献血。

“我查过相关的资料，献血可以一直
献到 60 岁，我希望自己能够献到 60
岁。”夏春华说。

记者从宜宾市中心血站了解到，为
了保障供血，该血站于2019年开展冰冻
红细胞制备技术，稀有血型志愿者和普
通的献血志愿者一样，也可以在平时参
加献血，血站将采集的血液分离制备成
冰冻红细胞之后，可在特殊条件下保存
10年，患者一旦需要，血站可以在第一
时间提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杜卓滨 摄影报道

宜宾46岁的“熊猫血”献血志愿者夏春华：

15年献血16次希望能一直献血到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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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越来越短？夏天越来越热？极
端天气越来越多？这或许是不少人“肉
测”的变化，但真实情况又是怎样？

四川省气候中心近日发布的《2021年
四川省气候变化监测公报》客观地告诉你，
1961年以来，四川气候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0.18℃

1961-2021年，全省平均气温每10
年升高0.18℃，年内各季节平均气温均
呈升高趋势，其中冬季平均气温上升速
率最快，平均每10年升高0.21℃。

省内各区域年平均气温均为升高趋
势，攀西地区平均气温上升速率最快，为
0.29℃/10年。

全省平均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也均
为上升趋势，上升速率分别为0.24℃/10

年、0.23℃/10年。

高温日数每10年增多1.4天

1961-2021年，全省平均高温日数
每10年增多1.4天，极端最高气温平均
每10年升高0.28℃；平均低温日数每10
年减少2.0天，极端最低气温平均每10
年升高0.84℃。

盆地、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的高温
日数均呈显著增多趋势，平均每10年分
别增多1.7天、0.2天、1.6天，而低温日数
均呈显著减少趋势，平均每10年分别减
少0.9天、4.5天、3.9天。

日照时数每10年减少16.4小时

1961-2021年，全省平均相对湿度
每10年减小0.43%，平均日照时数每10

年减少16.4小时，平均风速每10年减小
0.04米/秒。

不过，这只是一个变化趋势，不是每
一年都在减少。比如，2021年就属于

“不按套路”。2021年全省平均相对湿
度比常年值偏大0.6%，平均日照时数偏
多104.1小时，平均风速偏大0.3米/秒。

近年来雾日和大风冰雹增多

1961-2021年，全省平均雾日数有
明显的年代际变化特征，1992年最多，
2012年最少，近年来雾日数回升快。

全省平均大风冰雹日数的阶段波动
特征大致为先升后降再回升，2000年以
前以偏多年为主，之后则以偏少年居多，
近两年偏多。

2021年全省平均雾日数偏多14.8

天，平均大风日数偏多1.1天，平均冰雹
日数偏多1.3天。

此外，全省平均暴雨日数也呈略微
增加趋势，年代际变化特征明显；日最大
降水量平均每10年增加4.3毫米。

攀西森林高火险天数增多明显

1961-2021年，攀西地区年平均高
气象森林火险日数每10年增加3.3天，
进入21世纪以后显著增多，2010年超
过40天，为历史同期最多。

2021年攀西地区年平均高气象森
林火险日数23.4天，其中东北部在15天
以下，其余大部20-40天，西北部局地超
过45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实习生 刘宇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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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60年 四川气候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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