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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罗丹凌
梁展豪 文/图） 7 月 2
日，我们迎来了平分 2023
年的那一天。今年已经度
过了 182天，而剩下的 182
天仍在等待我们去书写。

受副高影响，7月“高
温联播”上演。2日，福州
主城区乌山国家气象站气
温又一次超过了 35℃，标
志着福州主城区出现今年
第 14个高温日，这也是本
月的第2个高温日。

未来三天，福州市区
气温比较平稳，起伏波动
不大，在 27℃~36℃之间，
全天都比较闷热，建议市
民朋友尽量避免在上午

10点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
外出，户外作业者谨防热
射病的发生。

天气方面，2 日夜里
到 3日午后热雷雨出现的
可能性较大。

温馨提醒，近期阵雨
会不时光顾，市民出门最
好随身带把晴雨伞，遮阳
挡雨两不误。

高温持久战 阵雨游击战

“咱们这个村子，大多
数都是种西瓜的。”作为西
瓜种植第一大镇，丹阳地处
山区，临近大海，土壤、水
源、气候条件独特，产出的
西瓜皮薄有韧性、水分多、
甜度高、品质优，很受市场
欢迎。李锋家种了“黑美
人”“天王”“黑宝”三种西
瓜，也有一些黄瓢瓜，但产
量不大。“黄瓢瓜难种，所以
价格也会贵一些。”

同村瓜贩李大姐此时
也顶着大太阳开着运货小
三轮停在田边的村道上，

李锋的父亲老李挑起两筐
西瓜走了过去，将西瓜轻
放上三轮小货车填满，儿
子想帮把手，却被他赶到
一边：“年轻人毛手毛脚。”
李妈妈带着李大姐深一
脚、浅一脚地踩在被晒得
滚热的沙土里挑瓜。

一些瓜会被慕名前来
丹阳的顾客们买走，还有
一些将被拉往城里卖。李
妈妈说：“自家的瓜交给乡
里乡亲去卖，比较放心。
外地来的瓜贩有时还会再
压压价。”

李锋并没有选择搞直
播、在电商平台卖瓜，除了
通过县农贸市场、商超、水
果店进行销售外，丹阳的
瓜农们，主要还是将西瓜
卖给前来采购的批发商
们。“西瓜精贵，运输途中
有磕碰就容易裂；一个七
八斤的西瓜，寄出去的运
费比售价都贵，划不来。
还是踏踏实实地按老一辈
的方式来卖更放心。”

圆滚滚翠绿的西瓜，
切开露出红红的瓢，流淌
甜滋滋的汁水，李锋一家

自己却舍不得吃一个卖相
好的瓜：“好的瓜要拿去卖
了，‘歪瓜裂枣’的才会留
下自己吃。”李锋的小女儿
此时则顽皮地爬上装满西
瓜的小货车，这摸摸、那碰
碰，在她的印象中，“夏天
记忆”又是什么模样的呢？

像李锋一样的瓜农，
在贤义自然村里还有许
多，他们用自己的劳作让
自己的“小家”生活得更
好，也用自己的汗水，让城
里人在炎热的夏日里吃到
爽口西瓜。

瓜农的夏天“甜”与“咸”的交融

海都讯（记者 毛朝青
文/图） 2日下午,福州市
民林先生通过智慧海都
平台报料称，在仓山区雁
山路金浦小区旁边，有一
处缆线用竹梯支撑着，竹
梯已经开始倾斜，而此处
来往的市民较多，存在安
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及
时处理。

“你看，竹梯已经开
始腐烂了，如果出现大风
大雨，特别是台风季就要
来临，多危险啊！”在金浦
小区前，林先生激动地对
记者说道。

记者在现场看到，竹
梯上面架着十多根缆线，

这些缆线横跨雁山路联
邦新城与金浦小区，机动
车、非机动车、行人都得
从这些缆线下方经过。
这些缆线离地面约 4 米
高，由一根钢管支撑着，
而这个竹梯一头被绑在
钢管上，另一头则架着这
些缆线。

林先生告诉记者，这
些缆线是前期施工时留
下来的。记者将此事向
福州市 12345便民服务平
台反映，工作人员称，他
们会将情况反映给相关
部门处理。

林先生报料，线索费
30元

海都讯（记者 林涓）
6月29日，在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和省协和医院医护人
员的见证下，来自三明尤
溪的杨永安在捐献同意书
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这名 1998年出生的小伙子
经历为期 5 天的动员剂注
射，将于7月3日完成捐献，
成为福建省第 405例、三明
市尤溪县首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他献出的“生命
火种”将于当天由专业人
士护送至远方，为一名血
液病患儿赢得一次重生的
机会。

杨永安是三明尤溪
人，现在在当地林业站工

作。2017 年 12 月 2 日，福
建农林大学举办无偿献血
活动，当时为大一新生的
杨永安正是在参加这次献
血时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
胞库。“那是我第一次献
血，献完以后就和舍友一
起在大厅里休息，又听到
志愿者们在宣传造血干细
胞捐献，”杨永安回忆道，

“我了解到这也是一种为
社会贡献爱心的方式，就
专门再去排了一次献血队
伍，留血样、填资料，加入
中国造血干细胞库。”

2023年4月的一天，杨
永安接到了来自福建省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

得知自己和一位患者的情
况初步匹配成功。时隔六
年，热心肠的他并没有忘
记当初的承诺，当即表示
愿意配合捐献。很快，三
明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再
次与他取得联系，原来他
与患者的血样经过了高分
辨比对，基因点位全相合，
他就是那个患者最需要的
人。“真的选中了我，我的
心情很激动，因为我知道
入库只是成为志愿者，现
在要去做的事才是真正帮
助到了一个人。”杨永安
说，“几万分之一的概率都
被 我 碰 上 啦 ，我 太 幸 运
了。”

因为害怕家中长辈担
心，即将捐献造血干细胞
的杨永安只把这件好事告
诉了自己的姐姐。“我姐姐
和身边的朋友听说后都表
示支持。”杨永安笑着说。

杨永安希望通过分享
亲身经历让更多人了解造
血干细胞捐献，也想借此
机会呼吁当代青年勇敢地
挺身而出，在自己身体允
许的情况下积极参加无偿
献血、加入中国造血干细
胞库。“也许你一辈子都匹
配不上一位血液病患者，
但你的加入，一定会给这
个亟需拯救的群体多一份
活下去的希望。”

三明小伙子捐造血干细胞 为生命“续航”

竹梯“苦撑”缆线横跨路口
位于仓山区雁山路金浦小区

附近，市民担心安全隐患，希望相
关部门及时处理

N海都记者 吴雪薇/文 毛朝青/图

福州连江的丹阳镇素有“中国西瓜之
乡”的美誉，这里出产的西瓜个大瓢红，口感
脆甜。丹阳镇下辖的桂林村贤义自然村的
瓜农老李和妻子，精心经营着一片11亩的
瓜地二十多年了。对儿子李锋来说，童年的
夏日记忆，就是父母在瓜田里顶着烈日辛勤
地劳作，傍晚时分，满头大汗地从瓜地里捧
回一个大西瓜，放入井水中浸泡，简单的晚
饭之后，一家子“晒”着月光、摇着蒲扇，围着
桌子吃西瓜。

十多年之后，父母年纪大了，却仍然在
夏日的瓜地里劳作着，李锋协助父母种瓜卖
瓜之后，才体会到了夏天的味道里，除了有
西瓜的甜，还有汗水的咸。

“我们的瓜是沙地瓜，
沙地种植温差大，比土地
里种出来的西瓜更甜。”三
十来岁的瓜农李锋穿着短
袖，汗珠在脸上闪着细碎
的光芒。

触目所及，田间全是
一片连一片的碧绿瓜叶。
拨开茂盛的叶片，一个个
圆润饱满的大西瓜披着翠
绿的外衣，正隐藏在茂盛
的瓜藤下。

“西瓜不能让太阳晒，
一晒就会影响口感。”说

话间，邻家的瓜农也正抱
着一捆稻草在田垄中巡
走，细心地用一小把一小
把稻草，将裸露在外的西
瓜盖好。汗水浸透的衬衫
贴在他的脊背上，找不到
几处干地儿。此时，瓜田
里的温度，少说得有 40 多
摄氏度。别看西瓜长得五
大三粗的，实际上却娇贵
得很，除了天气太热会影
响口感，西瓜受撞击内部
还会崩裂……

西瓜种植的机械化程

度极低，所有过程几乎都依
赖人工完成。“也有村民使
用无人机给瓜田打药，但我
们文化程度有限，只能自己
一点点做。”李锋家种瓜的

“主力”仍是他年长的父母，
“我有多少岁，我妈就种了
多少年瓜。”李锋说。

瓜田的播种从每年的
正月十五过后便要开始
了，开渠引水、犁地翻土
……要一直忙活到清明前
后才告完成，“西瓜从种下
去到上市，大概要三四个

月”。播种之后，瓜农们也
不能松懈，雨水太多，影响
瓜苗生长；气候太冷，瓜皮
会过厚，口感也不够甜。
天气会影响西瓜的卖价，
价高时每公斤可卖几元
钱，价低时，收购价可能每
公斤就只有几毛钱。

虽然骄阳似火，太阳
炙烤着劳作的瓜农，但想
着这样的好天气即将带来
丰收季，李妈妈捂紧斗笠
下遮阳的布帘，脸上却笑
得开了花。

西瓜看着五大三粗 实际娇贵得很

“‘歪瓜裂枣’的才会留下自己吃”

福州市区
今日起三天天气

7月3日 阴 28℃~36℃
7月4日 阴 27℃~36℃
7月5日 阴 28℃~36℃

丰收写在瓜农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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