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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5日表
示，刚刚过去的11月，全国平均气温创下
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
期新高。不少公众有疑问，这个冬天会是
暖冬吗？

在中国气象局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贾小龙介绍，11月全国平均气温
5.1℃，较常年同期偏高1.9℃。月内有3
次冷空气过程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少
1.3次。

此前，多地气温较常年偏高，南方有
些地方甚至多次“降温失败”，广州打破
1961年以来“最长夏季”纪录。国家气候
中心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秋季（9
月 1日至 11月 30日）全国平均气温为
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

“根据《气候季节划分》国家标准，我
国长江以北地区均已入冬。”贾小龙说，9
月至10月，东北、华北北部和西部、内蒙
古、西北地区中部和西部、新疆北部、西
藏南部及四川西部等地入冬；进入 11
月，华北中南部、华东北部、华中北部、西
南地区东部等地相继入冬。与常年相
比，今年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入冬时间偏
晚1至10天，华北南部、华东和华中北部
入冬时间偏晚10至20天，部分地区偏晚
20天以上。

均温创新高、入冬又偏晚，今年冬天
会不会是暖冬？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冬季全国

气候趋势滚动预测，东北西北部、内蒙古
东北部和西部局部、西北地区西北部、新
疆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中西部气
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气
温接近常年同期或偏高。

事实上，暖冬和冷冬并不是一个“预
测概念”，而是一个事后“认定概念”。评
估暖冬和冷冬需要根据冬季三个月（12
月至次年2月）的平均气温来判定，也就
是说只有等到冬季结束，才能知道答案。
比如2023/2024年冬季冷暖冬的判定结
果，就是在今年3月1日才公布的。

与此同时，二者的判定还需要遵循严
格标准。例如在全国气象台站中，如果
单站冬季平均气温偏高幅度超过本站暖
冬阈值，即可定义为单站暖冬；若全国一
半以上的台站出现暖冬，则定义为全国
暖冬。

专家表示，即使某一年我国为暖冬，
也会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不排除某些地
区气温明显偏低。同时，暖冬年份也可能
有极端强寒潮导致阶段性强降温。

气象部门预计，12月冷空气活动频
繁，我国大部地区冷暖起伏大。东北大
部、内蒙古东部、新疆北部发生低温大风
雪灾的风险较高，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
西北地区南部发生低温雨雪冰冻或霜冻
的风险较高。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做好应
对措施，公众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预报预警
信息。

11月均温创新高

今年会迎来暖冬吗？

随着气温下降，城区公园、道路两旁，法桐、银杏、枫树、水杉的
色彩越来越漂亮，初冬的济宁被绚丽的色彩“染”成了一幅天然油
画。不过，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到达，受其影响，周末我市部分地区
最低气温将降至-7℃，最高气温将降至6℃左右。

预计5日夜间到6日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最高气温
11℃；6日夜间到7日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最高气温
6℃；7日夜间到8日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5℃，最高气温
6℃。羽绒服准备好了吗？本报提醒市民：及时添衣，注意保暖。

（本报记者 王仰浩）

新一轮冷空气“到货”

周末最高气温降至6℃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北京时间12月

6日23时17分将迎来大雪节气。此时节，气
温更低，降雪的可能性更大，我国部分地区
或将出现大雪纷飞的场景。

大雪，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一个节
气，也是冬季的第三个节气。民俗学者、天
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华介绍，这个节气
的到来，意味着仲冬的来临。

冬天，虽然寒冷，但雪很美。冬，是雪的
摇篮；雪，更是冬的精灵。想象一下，当“千
树万树梨花开”时，大地仿佛铺上了一层白
色绒毯，活脱脱一个粉妆玉砌的童话世界。

天降飞雪，总是容易让人触景生情。有
人把酒言欢，有人烹雪煮茶，有人凝目思乡，
有人踏雪寻梅。或许，更多的人想着的是，
看雪景、打雪仗、堆雪人、睡懒觉、听音乐、吃
火锅……不论做什么，它们都是冬日里最惬
意的事。 （来源：新华社）

今日23时17分大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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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反映原湖西抗日根据地和
解放区红色历史的长篇文史传记《大湖
西》改稿会在鱼台县政协会议室召开。

当天，来自鲁苏皖三省四市宣传、党
史、政协文史系统和研究湖西历史的20
余位专家、学者齐集一堂，大家畅谈湖西
地区红色文化发展史，研讨和修改《大湖
西》这部文学作品，为湖西红色文化研究
再添新的成果。

位于鲁苏皖接壤的微山湖以西地区在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是共产党的湖西

根据地和解放区，这里各方势力交错，大小
战役不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
人物，发生了许多壮怀激烈的英雄故事。
在湖西地区相关省、市、县的党史、文史部
门和专家们的支持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杨义堂创作出了这部长篇文史类传记《大
湖西》。这是第一部反映湖西地区波澜壮
阔历史的长篇文史传记文学作品，它的创
作，是对湖西革命史的“补课”，将填补党
史、军史和革命史的空白。

（本报记者 宋延坤 通讯员 王悦豪）

《大湖西》改稿会在鱼台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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