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卷风灾害防御知识知多少
6月23日下午2:30分左右，盐城阜宁射阳

发生龙卷风冰雹特别重大灾害，截至目前已造
成99人死亡，846人受伤。高邮也曾多次发生龙
卷风灾情，属于龙卷风灾害易发地区之一。那
么，什么是龙卷风？龙卷风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又该如何去防御？日前，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
访了市气象局的气象专家。

据气象专家介绍，龙卷风是一种强烈的、
小范围的空气涡旋，是在强烈不稳定天气条件
下，由空气强烈对流运动产生的，常与雷暴、冰
雹和暴雨等强对流天气系统“结伴而行”。作为
强对流天气的一种，龙卷风可以说是对流风暴
产生的最猛烈的天气现象。由于苏北地区地势
低洼平坦、江河湖泊水网交织，处于亚热带和暖
温带气候过渡地带，易积聚不稳定能量，有助于
龙卷风的生成，因此，江苏成为中国强龙卷风发
生次数最多的省份之一。不同地域，龙卷风发生
最多的月份亦有差异，江苏的龙卷风发生最多
的月份是7月和8月，14：00至16：00为发生高峰
时段。同时，按照它的破坏程度不同，龙卷风灾
害程度分为0至5级数，最大级别的龙卷风风速
超过了322km/h，房屋完全吹毁，汽车刮飞，路面
上的沥青也会被刮走，货车、火车、列车脱离地

面。此次盐城阜宁龙卷风灾害被定为3级。
在高邮市气象局近年来龙卷风灾情统计

表上，记者看到，自1993年以来，我市已发生11
起龙卷风灾害事件，造成了不小的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气象专家介绍说，一般情况下，气象
部门可以根据天气形势的发展，预估出某个地
区范围内生成龙卷风的可能性较大，但是由于
龙卷风的尺度小，生命史短，最小的只有几千
米，有的只生存十几分钟，要提前预报出具体
哪个地点、几时几分会生成龙卷风，以目前的
技术条件是难以实现的。

既然难以预报，那么龙卷风又该如何防御
呢？气象专家提醒广大市民，龙卷风灾害发生
时，人群应立刻离开危险房屋、活动场所或其
他简易临时住处，到附近比较坚固的房屋内躲
避。躲避龙卷风最为安全的地方是位于地下的
空间或场所（如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应迅速朝
龙卷风移动方向的垂直方向跑动，伏于低洼地
面、沟渠等，但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围
墙等，以免被砸、被压或发生触电事故；如在汽
车中，应及时离开，到低洼地躲避，因为汽车本
身没有防御龙卷风能力，一旦汽车和人同时被
龙卷风卷起，危害更大。 熊伟 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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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甸甸高考成绩单的背后
□ 管玮玮

2016年的高考已尘埃落定，丰收的喜悦萦
绕于邮城几千学子家庭。

今年，全市教育工作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向社会交出了一份金灿灿、沉甸甸的成绩单：全
市普通类本一上线人数达664人，普通类本二上
线人数达1356人，普通类本一、本二增幅分别位
列扬州各县（市、区）之首；普通类本二以上达线
人数首次突破2000人大关，达到2020人，比去年
净增438人，达线人数、净增人数和增速均达历
史最高；400分以上学生数比去年增加13人，占
扬州全市的12.17%，总分进入全省前100名的
考生有3人，占扬州全市的1/4。其中，高邮中学
张乐童凭借424分的骄人成绩夺得扬州理科状
元，张乐童等3名同学达清华大学录取线，高分
段群体增长创下历史最好成绩。

这份漂亮的高考“成绩单”的背后，承载了
太多“厚度”，也蕴含着太多积蓄的“本土力量”：
有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教育的重视投入，也有
教育主管部门充分发挥主心骨、顶梁柱的积极
作用，还有全市各个高中学校教职工付出的心
血与汗水……

高度重视教育的党委、政府是教育发展的
动力之源

“几年前，高邮各学校校长的眼睛整天盯在
经费上，忙学校债务化解、忙教师待遇提高、忙
校园环境改善，为学校持续良性发展而四处奔
走。现在，这些问题都一一得到了解决，我们全
身心抓学校管理、抓教学质量，高考成绩怎么会
没有明显提高呢！”市第一中学校长金其宝这样
对记者说。

今昔对比的变化，教育人最大的感受是：
市委、市政府对教育高度重视、加大投入是高考
突飞猛进、连创新高的根本动力。

百年大计、教育为先。对于教育，我市决策
层一直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就是要把教育放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为此，每年高考前夕，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都会去各高考食宿点看
望即将走入考场的学生，为他们加油助力。每次
教育部门遇到发展的难题和困扰，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都深入教育一线进行调研，帮助解决
实际问题。教育系统每遇喜事、大事，市领导都
不忘亲赴现场鼓劲加油。市人大、市政协每年都
选择一个教育议题进行专题审议、建言献策，靠
前指导。

同时，随着近年来高邮经济迈入持续快速
增长的轨道，市委、市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也
是逐年加大。

为了发掘优质教育资源，推进城乡教育均

衡发展，“十二五”期间，市委、市政府先后投入
数亿元在城市东部新区新建了秦邮实验小学、
高邮实验小学（东校区）、开发区九年一贯制学
校，支持赞化学校东迁，一批现代化、花园式学
校在城东拔地而起。

从2015年开始，市财政每年安排920万元用
于奖补中小学一线教师；市政府每年根据当年
高考成绩适当增加奖励资金，以加大高考奖励
力度。

从2015年起，我市参照初中标准，将高中、
职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提高至1000元/生·年，
进一步减轻了高中学校的经费压力；从2016年
秋季起，市财政将全额返还各高中学校学费。

为了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公正，从2015年秋
学期开始，我市全面取消高中择校，为此，市财
政每年增加近2000万元的教育支出，为老百姓
节省了大笔开支。

……
这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排列在时间轴上，

成了主推高邮教育更好更快发展最美的坐标，有
力激发和调动了全体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为高
邮教育走出扬州、迈向全省打下了坚实基础。

求真务实、指挥得力的主管部门是教育振
兴的主心骨

从2012年起，我市考生人数连续五年不断
下降。我市高考成绩却不断攀高，普通类本二上
线人数连续五年高位增长，今年更是从去年
的1500多人直接飞跃上了2000多人的平台，
而这些莘莘学子命运的改变也得益于背后有
一个求真务实、指挥得力的教育主管部门。

市教育局副局长陈生桃坦言：“作为一个
教育设施基础相对薄弱、师资力量不太雄厚
的苏中县市，我市要在短时间内跻身教育强
市之列，让更多的孩子圆大学梦，只有从实际
出发走出一条适合本地的教育发展之路。”

据了解，市教育部门在每年高考目标的
设定方面，都充分发挥目标的凝聚作用，不仅
讲求科学合理，还要讲求适度超越。在过程的
监督实施方面，既注重求真务实，又坚持精细
管理。一年来，市教育部门通过确立一切以

“教学为中心”的办学宗旨，营造出各校“以教
学质量为标杆、凭真实数据说话”的赶超氛
围；通过抓好市级集体备课制度执行，有力推
动全市面上整体教研力量的增强；通过开展

“高效课堂年度主题”活动、有效提升各学校
课堂效率的最大化；通过强化目标引领，将各
科考核目标细化落实到具体学校、班级、备课
组的方式，积极推动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

“为了让局领导干部能够真正定下心、沉
下身‘管教育’，市教育局规定每一位局领导
蹲点挂钩联系一所高中学校，并专门制定特
殊的‘零距离管理’制度，即：所有局机关中层
以上干部，坚持每周到学校蹲点半天，听教师
上课、看师生笔记，了解学生学习情况，耐心

倾听他们的呼声，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各样
的工作、生活困难，用周到、贴心、细心的服务，
鼓舞全体师生。同时，在每次模拟考试结束后，
局里会立即召集各校负责人、年管会成员进行
质量评析、会诊把脉，为有进步的学校喝彩，为
暂时失利的学校鼓劲。”市教育局分管副局长陈
生桃向记者介绍。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支指挥有力、温暖而贴
心的主心骨、顶梁柱，师生们有了不懈奋斗的目
标，辛勤的教育人跨越了一个个难以逾越的高
峰。2016年，我市的高考终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辉煌，超越当初扬州市教育局设定的目标任务，
成功在苏中崛起！

能战斗、善谋略的教师队伍是谱写高考辉
煌的生力军

翻开今年的高考成绩单，不难发现其中一
个很大的亮点：全市高中校校超目标，全线飘
红。市教育局副局长陈生桃骄傲地说，能有这样
的佳绩，是因为我们的高中校长班子个个有思
想、个个敢创新，带出了一支支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教师队伍。

高邮中学是我市高中学校的龙头老大，为
了让更多人才真正“拔尖”，他们在教学中，积极
探索拔尖人才培养的新途径。“从学生高一进校
之初，学校就通过建立健全多种机制，引导尖子
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真正养成良好的习惯，

并为尖子生提供一些个性化的辅导和指导，比
如建立导师制、邀请名校名师给拔尖人才提供
一对一的指导等，真正让这些拔尖学生在邮中
能够发光、发彩。”高邮中学副校长刘久胜表示。

市第一中学为了实现“让二流生源进一流
大学”的目标，在校长金其宝的带领下，主打

“暖心”牌，注重从细节入手、以“人文关怀”的
点点滴滴来凝聚全校师生的拼搏与斗志。“经
过多次探讨研究，我们大胆改革创新推出了

‘课间小垫’，在课间的时候，给每位老师送上
点水果、蛋糕，‘垫垫肚子’，老师们从中感受到
了学校的关怀与温情。高考前夕，我们还会举
行一次隆重的师生同餐活动，营造一种‘师生
同心、其利断金’的激励氛围。同时，还会为每
个班级、每个备考学子送上一份代表祝福的蛋
糕与粽子，预祝他们‘高中（糕粽）’。”市第一中
学副校长叶锋说。

市第二中学在没有特级教师、没有优质生
源的困境之下，校长张斌率领着所有高三教师
团队，凭借一股团结拼搏、全心付出的精神取得
了骄人成绩。“在二中有个‘传统’，校长室常年
是空着的，老师找校长，一定是去高三年级教师
办公室。我们就在那办公，与一线教师一起解决
高三学生出现的问题。”第二中学副校长陈夕忠
笑着说。

此外，还有三垛中学、临泽中学等农村高
中，他们发挥各自的优势，着力把体艺生作为重
要增长点……均谱写了今年高考的新篇章。

关注中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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