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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收即将开始，未来10
天和今年麦收期间的天气如
何？6月1日，在新闻发布会
上，淄博市气象局业务科技
科副科长包浩对此进行了
解答。

淄博市麦收主要集中在
6月份，一般从6月上旬开始，
今年麦收开始时间可能较往
年偏晚。从目前有关气象资
料分析，预计今年麦收期间
淄博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

气，6月份主要阴雨天气过程
出现在7至8日（小到中雨）、
11至12日（小到中雨）、17至
18日（小到中雨）、23至24日
（中到大雨），麦收期间没有
明显的连阴雨天气过程；6月
1至10日淄博市多晴到多云
天气，气温比较适宜，7至8日
出现阴雨天气的概率比较
大，总体对小麦成熟收获比
较有利。

6月份是淄博市雷雨大

风、冰雹、局地短时强降水等
强对流天气多发时节，淄博
市气象局将密切监视天气变
化，及时发布最新天气预报
预警信息，制作发布麦收专
题气象服务材料，为政府及
有关部门调度麦收工作提供
决策依据，为农机手和农民
专业合作社提供直通式麦收
气象服务，为淄博市小麦增
产丰收提供气象保障。

预计麦收期间淄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6月1日，淄博正式进入
汛期。汛期应重点关注哪些
天气，会造成什么影响，如何
防范？在新闻发布会上，淄
博市气象局业务科技科副科
长包浩对此进行了解答。

汛期是淄博市天气最为
复杂的时期，主要表现在降
水比较集中，降水量占全年
的63%，台风、暴雨、雷电大
风、冰雹、高温、干旱也多发
生在汛期，台风和暴雨引发
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
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
积涝等次生灾害造成的影响
大。如2018年以来的5年间

有4年台风影响淄博市（2020
年没有台风影响），而且都是
在7、8月份，特别是2019年8
月10日至13日第9号台风“利
奇马”给淄博市带来了特大
暴雨和大风，这次降水过程
持续时间之长、过程降水量
之大（全市平均368.6毫米）、
日降水量之大（275.0毫米）、
影响程度之大均创有观测记
录以来之最，此次台风造成
南部山区出现滑坡、泥石流，
道路损坏严重，北部出现雨
水倒灌，局部河堤决口，造成
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汛期雷
雨大风、冰雹等恶劣天气对

交通出行会产生不利影响；
持续高温容易引发中暑，还
可造成伏旱。

鉴于汛期复杂的天气气
候特点，气象部门将加强值
班值守，密切监视天气变化，
及时发布最新天气预报预警
信息，为各级党委政府及相
关部门组织防汛抢险救灾工
作提供重要气象保障服务。
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对社会
公众发布灾害性天气预报预
警信息，扩大预警信息覆盖
面，提高全社会防范和应对
气象灾害的能力和水平。

气象部门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搞好保障

6月1日起，淄博市正式进入汛期。
6至8月份的汛期，一年中降水最多，也
是雷雨大风、冰雹、台风、暴雨、高温等
灾害性天气和灾害多发时节。今年汛
期天气如何，会带来什么样的气象灾
害，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的发生？6月
1日，淄博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系列
新闻发布会第十场，邀请淄博市气象
局相关负责人发布今年汛期短期气候
趋势预测及汛前气象服务准备情况，
并答记者问。

发布会上，淄博市气象局三级调
研员姜冬梅现场介绍了前期气候概况
及汛期短期气候趋势预测情况。

前期气候概况：
今年以来（1月1日至5月29日），

整体降水略偏少，阶段性特征明显。
全市平均降水量113.0毫米，较常年偏
少2.8%，且分布不均，周村区、高青县
和沂源县偏多，其他各区县偏少。阶
段性特征明显，1至3月全市平均降水
量9.6毫米，较常年偏少69.8%，部分地
区出现旱情；4月全市平均降水量54.3
毫米，较常年偏多84.7%；5月全市平
均降水量49 . 0毫米，较常年偏少
11.2%。

气温整体偏高。在全球气候变暖
的背景下，全市平均气温升高比较明
显，今年以来全市平均气温10.3℃，较
常年偏高1.5℃。偏高最显著的是3
月，全市平均气温12.2℃，较常年偏高
4.2℃，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
值。5月15至16日淄博市出现高温天
气过程，临淄（37.7℃）、桓台（37.0℃）
最高气温为5月上中旬历史最高值。
从全市平均气温空间分布来看，各区

县均偏高。
灾害性天气频繁。今年以来淄博

市共出现24次大风、4次强对流、3次
大雾、3次寒潮、1次沙尘天气过程。

汛期短期气候趋势预测：
根据省气候中心和市气象台最新

预测，今年汛期淄博市气候状况一般
到偏差。6至8月淄博市平均降水量
460～500毫米，较常年偏多1～2成，
平均气温为26.2～27.0℃，较常年偏
高0.5℃左右。预计今年汛期出现暴
雨、台风、阶段性干旱、强对流等气象
灾害性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同时可能
引发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风
险，要做好防范应对准备。

6月1日起，淄博市正式进入汛期，
气象部门将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制
度，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和汛情信息，及
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确保值班纪律
和信息报送制度执行到位，为全市防
汛工作提供重要的气象保障服务。

汛期气象服务是气象部门重中之
重工作，气象部门充分认识今年天气
气候的极端复杂性和做好汛期气象服
务的极端重要性，全面做好今年汛期
气象服务的准备工作。加强组织管
理，提升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提升应急
气象保障服务能力，强化预警信息发
布与传播，加强部门联动，共同做好气
象灾害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的分析
研判和预警防范应对工作。

深化生态赋能 打造生态环境资源司法保障“淄博品牌”

去年淄博市法院审结各类环境资源刑事案件6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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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正式进入汛期 雨水偏多
预计今年6至8月淄博平均降水量将较常年偏多1～2成

淄博发布环境资源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本版稿件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高钊 通讯员 孟繁一

6月1日，淄博市政府新闻办
公室组织召开“提效争先促发展”
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邀
请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向社会通
报全市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相
关情况以及环境资源审判十大典
型案例，相关负责人就有关问题
回答记者提问。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田秀沛在发布会上介绍，去年来，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真落实市
委“三提三争”工作部署，坚决扛
牢生态司法保护重大政治责任，
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深
化生态赋能，努力打造生态环境
资源司法保障的“淄博品牌”。

去年淄博市法院共审结
环境资源民事案件343件

充分发挥刑责治污打击职
能，依法惩治环境污染犯罪。
2022年，全市法院共审结各类环
境资源刑事案件64件，判处罪犯
78人，其中成功审结省委主要领

导批办的涉及十二人、两单位的
系列污染环境案。夯实“刑责治
污”理念，制定刑事司法与行政执
法衔接机制，从严从快打击环境
污染犯罪。贯彻“宽严相济”政
策，妥善处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
展的关系，将刑责治污与生态修
复结合起来，对情节轻微、认罪认
罚、主动缴纳生态环境修复赔偿
金的案件，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依
法适用非监禁刑罚。

充分发挥民事审判保障职
能，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2022年，全市法院共审结各类环
境资源民事案件343件，类型涵
盖矿、林、农、土地等资源以及污
染侵权等，涉及范围不断扩大，新
类型案件日益增多。民事审判严
格贯彻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
依法追究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侵
权者民事责任，依法保障人民群
众的人身、财产和环境权益。

充分发挥行政审判预防职
能，积极督促和支持环境行政机
关依法行政。积极履行行政审判
职责，坚持监督与支持并重的原

则。2022年，全市法院共审结各
类环境资源类行政案件162件。
对全市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省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成武
专门予以批示肯定。

贯彻生态赋能理念
着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实施环保重点区域巡回审
判，确保重点区域精准保护。初
步实现以黄河、田庄水库、太河水
库、马踏湖、文昌湖以及齐鲁工业
园区等区域为中心的环境资源巡
回审判网络，并实质化形成集“惩
治、教育、修复、宣传”为一体的环
境资源巡回平台，打造“半小时巡
回服务圈”。特别是落实生态保
护和黄河高质量发展战略，开展
涉黄河滩区土地承包纠纷专项解
纷活动，恢复黄河淤背区土地功
能近千亩，推动服务保障措施具
体化。

推进司法执法协调联动，确
保环境司法保护整体效果。与市

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市检察院
共同建立关于落实生态环境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的
实施意见，共享环境资源违法案
件查处、司法审判等信息；与检察
院、公安局、生态环境局、财政局
联合召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
适用机制研讨会，就建立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资金使用机制进行研
究，不断提升案件处置效果。与
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开展“企业环
保法律服务日”活动，听取企业意
见、解答法律疑惑，实施面对面沟
通、点对点服务，共听取企业意见
50条（次），解答涉及环境法律问
题60余次。协助发改、生态、财
政、金融等部门完成涉企资金“绿
色门槛”审核工作，共审核企业
25批次1590余家，着力服务绿色
发展。

创新环境资源案件审判机制
不断提升司法保护水平

整合环境资源审判职能，创

新环境资源案件审判机制。在大
力推进审判组织专门化建设的基
础上，实施“司法建议+联动调
解”“司法判决+综合治理”“司法
调解+诉源治理”等模式，不断提
升环资审判专业化水平。目前，
淄博市法院设立7处专门环境资
源派出法庭，2处专业化合议庭，
基本实现了环境资源刑事、民事、
行政案件的集中归口审理全
覆盖。

突出环境资源保护效果，建
立重大环境污染案件快速办理机
制。对于社会影响大、危害后果
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污染环境
案件，积极推进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诉前磋商机制，构建审理“绿色
通道”，切实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有力司法保障。

立足环境资源审判规范化建
设，建立审判效能保障机制。注
重加强与检察机关、生态环境行
政机关的协调沟通，实施“诉前禁
令”，与生态环境局建立环境资源
专业人才库等制度，坚持以制度
促公正，以制度提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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