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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暑节气的由来
今年7月23日，即太阳到达黄

经120°之时为“大暑”节气。“大暑”
与“小暑”一样，都是反映夏季炎热
程度的节令，“大暑”表示炎热至
极。《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六月
中，……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
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
犹大也。”这时正值“中伏”前后，全
国大部分地区进入一年中最热时
期，也是喜温作物生长最快的时
期，但旱、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发生
频繁，抗旱排涝防台和田间管理等
任务很重。

大暑节气里的天气热点
高温酷热
大家都知道“热在三伏”。大

暑一般处在三伏里的中伏阶段。
这时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一
年中最热的阶段，而且全国各地温

差也不大。刚好与谚语：“冷在三
九，热在中伏”相吻合。大暑相对
小暑，顾名思义，更加炎热。

古书中说“大者，乃炎热之极
也。”暑热程度从小到大，大暑之后
便是立秋，正好符合了物极必反规
律，可见大暑的炎热程度了。

台风
“风如拔山怒，雨如决河倾。”

诗人陆游形象地描述了台风袭来
时的壮观景象。在热带气旋家族
中，强热带风暴和台风的破坏力是
不言而喻的。于是，它们理所当然
地成为夏季天气舞台上的主角。

根据 1951～1995年 45年的热
带气旋资料统计，平均每年在我国

沿海登陆的热带气旋有 7个，登陆
最多的一年（1971 年）有 12 个，登
陆最少的年份（1951、1998）仅有 3
个。在我国沿海登陆的热带气旋7
月和 9月一样多，平均都是 1.9个；
8月份位居第二，平均登陆1.8个。

“七下八上”的北方汛期
所谓“七下八上”是指 7 月下

旬和 8月上旬，我国北方地区暴雨
天气相对集中。故“七下八上”也
就成为防汛关键期的代名词了。

这期间，北方地区时常湿热难
当，只有当北方冷空气与南方或东
部海上输送来的暖湿气流配合默
契时，出现一两场像样的暴雨，才
可一解暑气。暴雨往往给这些地

区的农作物补充急需的水分，但若
同时出现强对流天气以及过量的
雨水，往往形成局地洪涝和泥石流
灾害。

大暑的习俗
大暑节气的民俗主要体现在

吃的方面，这一时节的民间饮食习
俗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吃凉性食
物消暑。如粤东南地区就流传着
一句谚语：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
神仙不会老。与此相反的是，有些
地方的人们习惯在大暑时节吃热
性食物。如福建莆田人要吃荔枝、
羊肉和米糟来“过大暑”。

枣庄吃伏羊的习惯，与当地的
农事、气候有关。枣庄是有名的麦

产区。入伏之时，正是麦收结束，
新面上市。是一个短暂的农闲
期。夏收初过，人已疲惫，该休息
休息，享受享受。农村有什么好吃
的？也就是吃个新麦馍馍。狠狠
心，杀只羊，不舍得自己吃，把嫁出
去的闺女接回来，带着外甥狗子，
回娘家，吃新麦馍馍，喝羊肉汤。
你家闺女接回来了，我家也不能落
后，也蒸新面馍馍，也杀只羊，也把
闺女接回来，吃伏羊。于是便成了
一方民俗。

营养学家对此进行过深入研
究，认为羊肉在伏天吃营养程度最
高。三伏天，人体内积热，此时喝
羊汤，同时把辣椒油、醋、蒜喝进肚
里，必然全身大汗淋漓，这汗可带
走五脏积热，同时排出体内毒素，
极有益健康。

(张绮雯)

大暑节气知多少

21省份上半年
GDP增速跑赢全国
海南、新疆增速分别比一季度提升2.9和1.3个百分点

2015 年过半，22省（区、市）日
前 陆 续 晒 出 上 半 年 的 经 济 成 绩
单。记者统计发现，21个省份的经
济增速均跑赢全国 7%的增速，仅
河北省略低。

数据显示，20个省份的上半年
GDP 增速均超出一季度，仅山东、
安徽与一季度增速持平。中国民
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在经
济新常态的形势下，一些地方在年
初 主 动 下 调 了 年 度 经 济 增 速 目
标。更重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在
今年上半年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
的宏观政策，目前从各地的情况来
看，这些宏观调控政策初现成效。

【经济增速】

11省份GDP增速
达年度目标

今年上半年，以往GDP增速呈现的“西
高东低”趋势继续被打破，中部地区与东部
省份浙江表现抢眼。

具体来看，除了重庆、贵州与天津三地
的GDP增速继续维持较高水平外，江西、湖
北与安徽的GDP增速均超过 8%。其中江
西经济增速达到9%，位居第四。

目前公布的省份中，仅重庆与贵州的
GDP 增速在两位数以上，同比分别增长
11%和10.7%。其中，重庆的GDP增长主要
来自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房地产行业回
暖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贵州主要受益于新
兴产业发展加快及外贸回升。

2014年，全国31个省份上半年GDP增
速均未达到年度增长目标。今年上半年，
在已经公布数据 22个省份中，7省份的经
济增速已超过年度目标，4省份与之持平。

在未达到年度经济增速目标的省份
中，陕西省与年度经济目标的差距最大。
较年度目标10%，相差2.7个百分点。

对此，陕西省在发布经济数据时表示，
目前陕西省以煤、油等重化工业为主导的
产业结构短时难以改变，新的发展动力及
接续产业总体较弱、带动力不足。短期内
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仍很脆弱，经济下行
压力依然较大。

【经济形势】

4地GDP领跑全国 服务业贡献大
在传统能源大省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的同时，河北、重庆、广东和浙江四地的
上半年经济增速均不同程度地上涨。专
家指出，四地经济结构调整已见成效，其
中河北和重庆的稳定发展受益于“京津
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
路”等国家战略。

去年一季度，河北在 31省份的经济
增速中排名倒数第二，增速为 4.2%。去
年下半年以来，河北经济增速出现了稳
定的态势。今年一季度，河北经济增速
就同比提高2个百分点，也是提升最快的
省份。

根据河北省统计局的官方数据，河
北省服务业发展较快，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连续 4个季度保持在 50%以上。河
北调结构初现成效，因而也被当地官方
称为“近年来少有的可喜变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

教授李长安认为，随着基础建设投入，新
项目落户河北，京津冀协同发展将为河
北的经济“触底反弹”释放红利。

作为体量较大的浙江省，今年上半
年表现抢眼，以 8.3%的增速高出去年同
期，也高于国家的平均水平。而此前，浙
江省的经济增速在全国相对较低。

对此，浙江省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
杰表示，近年来浙江发展以“互联网+”为
代表，以新业态、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
模式、新经济为代表的产业，取得明显成
效。

王杰称，今年上半年浙江省以电信、
互联网及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为
代表的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0%。这些新经济引导的新兴上升力量
的快速增长，弥补了以产能过剩的传统
制造业和重化工业主导的下行压力。

■焦点

房地产回暖 海南二季度GDP近翻番
从去年开始，受多重因素影响，房地

产市场成交量低，出现持续低迷的趋
势。今年上半年，上至国家多个部委，下
到地方省市均出台多种政策“稳楼市”及

“去库存”。
记者从各地上半年经济情况通报中

发现，政策利好开始显现，多地房地产行
业回暖，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均实现了增
长。

如浙江省今年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面
积和销售额同比增长都接近 50%，而去
年同期分别下降 22.6%和 27.5%。与之
类似，今年上半年广东省房地产业增加
值增速比一季度提高6.5个百分点，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2%，拉动GDP增

长0.6个百分点。
对于以房地产为重要经济支柱产业

的海南省，房地产市场对其经济表现的
作用尤为明显，上半年增速达 7.6%。今
年一季度，海南经济增速为4.7%，同比下
降了2.6个百分点。然而，海南省在第二
季度经济实现了“探底回升”，经济增速
达到了9.1%，比一季度大幅上涨了4.4个
百分点。

海南省官方称，房地产市场回暖成
为二季度海南省经济加快回升的重要支
撑力量。数据显示，上半年海南省房屋
销售面积同比实现基本持平，增速比一
季度大幅度提高20.9个百分点。

财政收入南高北低 辽宁继续“负增长”
随着一季度成绩单的公开，目前多

省份也陆续公布了上半年的财政收入。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地方政府财政增收
压力持续加大。数据显示，上海、重庆、
天津、广东等地的财政收入增幅超过
10%。然而，辽宁和青海的财政收入为负
增长。

今年以来，东三省经济下滑的态势
在财政收入上表现明显。今年1-5月份，
黑龙江和吉林的财政收入呈现“负增
长”，同比下降了 19.0%和 5.9%。今年一
季度，辽宁省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30.4%。

目前，东三省中仅辽宁省公开了上
半年的财政收入，依旧延续了一季度负
增长的趋势，同比下跌22.7%。

根据辽宁省财政厅数据，与房地产
相关的税收仍是该省主要减收项目，占
税收减收额的七成以上。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教
授施正文认为，受经济下行影响，经济结
构不合理的弊端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上有
了显现。对于依赖实体经济、产能过剩
以及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这一
表现尤为明显。

施正文表示，如果政府财政收入持
续“负增长”的趋势，将难以保证地方政
府实施职能，如改革措施、民生保障以及
基本的公共服务将难以保障，社会的公
平问题进而会凸显，经济转型的难度更
大。随着财税改革的深入，需要国家层
面调整政策来予以支持。

我国网民数量
已达6.68亿人

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CNNIC）23日
在京发布了第 36 次
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
报告。报告显示，上
半年我国共新增网民
1894万人；截至 2015
年 6 月，互联网普及
率为 48.8%，我国网
民总数已达 6.68 亿
人。

据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副主任刘冰
介绍，较去年相比，我
国整体网民规模增速
继续放缓，2015年上
半年，全国新增网民
1894万人，其中新增
农村网民占 48%，比
整体网民中农村人口
的占比高出 20 个百
分点。农村地区新增
网民中，使用手机上
网的达 69.2%，未来
几年内，手机上网依
然是带动农村地区网
民增长的主要动力。

报告数据显示，

截至 2015 年 6 月，中
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5.94 亿，较 2014 年底
增加 3679 万人。中
国网民通过台式电脑
和笔记本电脑接入互
联 网 比 例 分 别 为
68.4%和 42.5%；网民
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
占比由 2014 年底的
85.8% 提升至 88.9%
；平板电脑上网比例

为 33.7%，较 2014 年
底下降了 1.1 个百分
点；网络电视使用率
为16.0%。

业内专家表示，
我国网民通过台式电
脑、笔记本电脑和平
板电脑接入互联网的
比例均有下降，随着
智能手机终端的大屏
化、中国品牌的崛起
和手机应用体验的不
断提升，手机作为中
国网民主要上网终端
的趋势将进一步明
显。

■相关新闻

我国网络股民规模
超5600多万户

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 23日在京发
布了第 36次全国互

联网发展统计报告。
报告显示，2015年上
半年网络金融服务类
应用蓬勃发展，网上

炒股网民的规模显著
提升，截至今年6月，
我国网上炒股用户规
模已达5628万，同比

增长47.4%。
报告数据显示，

2015年上半年，我国
个人互联网应用发展

加速分化，电子邮件、
BBS等传统互联网络
应用使用率继续走
低；搜索、即时通信等

基础网络应用使用率
趋向饱和，分别增加
2.7%和 3.1%；移动商
务类应用发展迅速，

成为拉动网络经济的
新增长点；网络支付
从线上走向线下，使

用率增长迅速，上半
年增长17.9%。

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副主任刘冰介

绍，我国网络炒股正
在成为网民投资焦
点，由于股市带来的
用户分流，使得网络

余额理财类应用的使
用率增长出现停滞。
2015年上半年，网络
金融服务类应用发展

紧随金融市场变化，
伴随过去一年来国内
股市的涨幅，网上炒
股的用户规模显著提

升，截至2015年6月，
网上炒股的用户规模
已达到5628万，较去
年增长了47.4%。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