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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7月25日讯 究竟今年夏天为
啥这么多“雨”？为啥这片“大乌云”停留
了这么久？从6月底到7月上旬，青岛市
出现了 6 轮强降雨天气。7 月 8 日夜间
至9日，青岛各区市有明显降雨，其中，
西海岸新区 24 小时降水量达到了暴雨
量级，市区、崂山、城阳等地则降下大
雨。7月16日至23日我市遭遇3轮强降
雨天气，累计全市平均降水量高达257.3
毫米，比常年同期（57.0毫米）多200.3毫
米，是常年同期的3.5倍，1961年以来同
期排名首位。

此次连续降雨过程累积雨量大，暴
雨频繁，有显著的极端性，多地突破历史
极值：即墨站、莱西站和胶州站的平均降
水量（345.4 毫米、322.1 毫米和 262.9 毫
米）和日最大降水量（146.2 毫米、136.6
毫米和144.5毫米）均突破建站以来同期
历史极值，即墨站和莱西站暴雨日（3
天、2天）和大暴雨日（2天）也为建站以
来同期排名首位。

主雨带今年“一路向北”

今年夏天的雨季，天气格局迎来重
大变化。“今年雨带北抬比较严重，本来
7 月中上旬应该在南方的降水，多数下
在河南山东一线。”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
大气学院教授郑小童分析，原盘踞在长
江中下游地区长达半个月的主雨带在不
断向北挪动，这意味着核心雨区北抬，长
江流域降水进入间歇期，雨带移动至山
东、河南、苏皖北部一带。

原本应该下在南方的雨，如今已向

北移动。这种情况将会给我市降雨带来
哪些变化？青岛市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
分析，预计2024年夏季全市平均降水量
425 毫米—475 毫米，较常年（405.0 毫
米）至少多两成，预计 2024 年夏季全市
平 均 气 温 25.0℃ —25.5℃ ，较 常 年
（24.6℃）略偏高。

雨带为何会逐渐“北抬”？

何为“核心雨带”？据复旦大学气象
专业硕士研究生华睿介绍，“核心雨带”

形成是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副热带高
压是影响我国天气气候的重要天气系
统，它的位置决定了汛期我国主雨带的
位置。

谈起为何雨带会逐渐“北抬”，华睿
表示，“这是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北方
冷空气的配合以及太平洋海表温度异常
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这些因素共同决定
了我国汛期主雨带的位置和移动趋势。”
当副热带高压“北抬”时，加之有北方冷
空气的配合，冷暖气流交汇形成的雨带
由之前的华南、江南地区“北抬”至江

汉、黄淮南部、江淮一带。这种“北抬”趋势
是副热带高压移动和北方冷空气活动共同
作用的结果。此外，西南暖湿气流的不稳
定性也导致强降雨落区比较分散，进一步
影响了雨带的分布和移动。“还有一个原
因，太平洋海表温度异常也是影响中国东
部雨带位置的一个重要因素。雨带的推移
并不总是‘有章可循’，而是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华睿说。

预计9月上旬雨季结束

此次台风“格美”会对我市带来影响
吗？青岛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表示：“目前
台风在福建沿海登陆，从移动路线来看，对
我市并未形成影响。”此外，华睿也认为，

“虽然没有太大影响，也不会带来强降雨，
但台风深入内陆后，我市会形成大风伴随
小雨。根据台风‘格美’目前的移动路线，
没有经过山东地区。此外，处于海湾内的
地理环境优势也形成了保护。”

接下来还会连续降雨吗？据青岛市生
态与农业气象中心发布的“2024年夏季短
期气候趋势”，预计今年雨季 9 月上旬结
束。针对多雨天气带来的影响，郑小童认
为，环境保护是要逐渐适应新的气候状态，
在农业、防汛和水土资源方面作出应对。
在城市建设方面，尤其是北方要提高洪水
防御的等级。青岛的地理特征和地质环境
决定受到极端降水和城市内涝的影响较
小，但一些重点低洼地带（包括地铁）还是
要提升排水能力。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钟尚蕾
摄影报道）

早报7月25日讯 7 月 25 日，市政
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青岛市
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建设有关情况。
2023 年全市实现海洋生产总值 5181.3
亿元，同比增长6.5%，分别占全国、全省
海洋生产总值的 5.2%和 30.5%，列全国
沿海同类城市第三位。预计今年上半年
全市海洋生产总值增长7.7%左右。

我市出台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建
设意见、五年规划、三年行动方案等文
件，在全省率先启动编制青岛市海洋发
展远景规划和青岛市海洋经济促进条
例，在全国海洋系统首次推出“海洋改
革二十项案例”，出台全国第一部精准
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综合性产业政策

“海洋 15 条”，累计评选奖补资金 9540
余万元。

坚持科技强海，打造国际海洋科技
创新中心。全市涉海省部级以上创新平
台 145 家，其中省级以上涉海科技创新
平台56家。联动推进“海创计划”“沃土
计划”“硕果计划”，2023年，全市涉海技
术交易额 69.35 亿元，同比增长 70.0%。
今年上半年，全市涉海技术交易额28.21
亿元，同比增长186.7%。

坚持产业兴海，打造全球现代海
洋产业中心。今年上半年，全市 140 个
海洋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207.52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59.14%；海洋

领域新签约项目 86 个，总投资 472.72
亿元。

坚持以港通海，打造国际航运贸易
金融创新中心。青岛港成为离境港实施
启运港退税政策，2023年完成货物吞吐
量 6.8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2877 万标准
箱，分别居全球第四位、第五位。

坚持合作向海，打造全球海洋事务
交流中心。建成全国唯一“海洋十年”国
际合作中心，成为亚洲唯一的联合国海
委会“海滨之城平台”创始城市，在2024
年联合国“海洋十年”大会主论坛上作为

唯一城市代表作特别发言。“全球海洋观测
伙伴关系”首个区域办公室落户青岛。

坚持生态护海，打造全球海洋生态示
范中心。我市发布国内首个综合性海洋碳
汇核算标准，完成山东省首笔海洋碳汇交
易，打造全国首个“负碳海岛”。完成小岛
湾、古镇口湾等海岸线生态修复项目，灵山
岛生态修复项目有序推进，近岸海域水质
优良面积比例达到99.3%。灵山湾入选全
国首批美丽海湾优秀案例。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实习生 白娜）

今年为何雨不停？主雨带正向北来
8天遭遇3轮强降雨天气 我市平均降水量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多

上半年海洋生产总值预计增长7.7%
青岛加快建设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 去年实现海洋生产总值5181.3亿元

早报7月25日讯 7 月 25 日，青
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召开
2024 年上半年工作新闻发布会。截
至 6 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达到
18.55万人，同比增长1.83%。扶持创
业2.29万人，同比增长15.8%。

会上介绍，我市被评为2023年度
山东省促进就业先进地区，“就享家”
公共就业服务项目入选全国公共就业
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我市在推进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上取得新进展，深
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聚焦新增就业
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等群体，开展社
保扩面征缴行动。全面推进企业年金
扩面、人才年金全省试点和个人养老

金全国试点，完善补充工伤保险与伤养
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工伤保障制度。上半
年，全市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分别达到 856.01 万人、289.11 万人和
338.79万人，同比分别增长4.95%、2.37%
和 2.54%。在全省率先推出“社保参保
一件事”平台，我市入选首批全国工伤康
复重点联系城市，为全省唯一。

在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上，我市围
绕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大青年人才、

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三支队伍建设
力度，实施青年人才集聚三年行动计划，
实施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九
大行动，在全省率先启动外籍员工技能人
才自主评价，优化调整职业技能培训政府
补贴目录，率先实现高层次人才服务“码
上畅享”。截至6月底，全市引进集聚各类
人才11.95万人，同比增长4.48%；新增高
技能人才5030人次，同比增长13.3%。

在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上，我市

开展劳动关系协调员能力提升行动、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行动，对
全市 3000 余家劳务派遣单位经营情况
进行核验检查。截至6月底，全市两级
调解仲裁机构共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14236 起，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调解成功
率达到 84.43%，同比提高 1.64 个百分
点；劳动监察结案率达到 98%以上，为
4100余名劳动者补发工资5600余万元。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上半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18.55万人
今年上半年我市扶持创业2.29万人 同比增长15.8%

今年夏天青岛雨水有点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