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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今夏颱風生成和登陸中國偏多，降水強度

大，上海、浙江、江蘇、安徽、山東、河

南、廣東、海南、遼寧、吉林等地出現強風

暴雨，部分地區農田遭受洪澇災害，暴雨災

害天氣影響，內地蔬菜價格連續八周上漲。

根據農業農村部監測，8月份以來，全國28

種蔬菜批發均價逐周走高。香港文匯報記者

採訪多家內地供港蔬菜大戶發現，由於供港

蔬菜基地保障措施到位，目前供港菜價暫時

穩定。東莞石碣潤豐國際蔬菜交易中心負責

人表示，蔬菜基地分佈全國，即使受天氣災

害影響，菜場供應可互相補充。萬達豐供港

蔬菜基地老闆表示，供港蔬菜種植量比供應

量增加3倍，以保障供港菜源穩定，加上供

港菜採用季度訂單的方式供應，價格暫時不

受內地菜價上漲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深圳的天怕是破了一個大大的窟
窿，水往下倒，一時半會兒堵不住了。」

雨量破65年極值紀錄
8月29日至30日，深圳連續兩日出現

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分區預警累計
已達39個，最大24小時滑動雨量414.1毫
米，突破1952年以來8月極值，是有氣象
記錄以來首次。截至發稿前，暴雨紅色或
橙色預警信號仍舊生效中，部分學校剛開
學就停課，多路段路燈將被臨時關閉，預
計暴雨仍將持續。

關部分路燈排查漏電
本次降雨過程具有「持續時間長、累計
雨量大、短時雨強強，次生災害風險高」
的特點。其中，降雨方面，28日至30日
11時全市平均過程累計雨量275.3毫米，
還有大風。
由於暴雨持續，30日晚南山、福田等

多條路段路燈電源需臨時關閉，待積水退
去，經檢測沒有漏電隱患之後，恢復供
電。一般情況下，應急響應結束的當天，
可以正常亮燈。全市中小學幼兒園亦受紅
暴影響遭遇停課。

米半深急流困近百人
這場史上最強特大暴雨對市民生活影響

巨大，在雨勢強勁的龍崗區，一段下坡路
在內澇出現後形成深約1.5米的急流困住
了90多人，有兩男子為不被急流沖走抱
住電線杆固定自己，情況危急。消防官兵
艱難強渡救人，在解救大部分人員之後發
現抱電線杆的兩男子被大水沖走，又沿着
水流到下游尋找，終於找回兩人。
連夜的暴雨導致路面積水嚴重，部分地

區出現一米多高的積水，不僅行人無法通
行，公交車也無法進出。

塌山泥衝倒小區圍牆
此外，深圳發生多宗車輛被圍牆壓倒事

件，龍崗區一小區防護牆被山體塌落的泥
土沙石衝倒，發生大面積垮塌。據住戶張
女士反映，最開始的垮塌是發生在小區內
一在建工地出口處，兩輛工地車輛被埋。
凌晨兩點左右邊坡發生垮塌，隨後張女士
聽到數聲巨響，她感到整棟房屋都發生震
動。深圳市三防辦表示，已順利轉移該區
的300名住戶，待險情排除後，再安排回
家。
由於持續性強降雨導致水庫超水位，為

避免水漫洪溢，或庫壩、堤堰潰塌而造成
嚴重的災害，從29日夜間開始，羅湖區
深圳水庫，鹽田區大水坑水庫、躍進水
庫，龍崗三聯水庫、甘坑水庫等19座水
庫超汛限水位洩洪或緩慢溢流，截至截稿
前，全市水庫、河道運行正常。

30日暴雨過後，在東莞萬達豐供港蔬菜基地上，綠油油的西洋菜佈滿水珠。農戶們彎着腰急忙
採摘蔬菜。打理該蔬菜基地超過20年的老闆王智明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儘管近期惡劣天氣比較多，供應
內地市場的菜價嗖嗖上升，但供港蔬菜價格暫時平
穩。「菜心、芥蘭兩種蔬菜是菜價的風向標。我們基
地的供港菜心和芥蘭價格沒有浮動，說明其他葉菜也
會保持穩定。」

種植比供應多三倍
王智明還說，為了保證供港菜穩定，其蔬菜基地種
植量比供應量多三倍。「種植量比供應量多，除了確
保供港數量外，還可以保證供港菜賣相達標。」不僅
如此，他說，供港蔬菜基地在選址的時候，就已避開
旱澇高發區，起點比一般農場高，所以受一般自然災
害影響小。「另外，因為供港菜一般按季度下單，因
此菜價也早已定下，即使颱風天氣也變化不大。」

分散種植基地防災
廣東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數據顯示，廣東目前每天有
1,500噸蔬菜運輸到香港。按香港近738萬人口計
算，每天逾500萬人吃着來自廣東的新鮮蔬菜。而廣
東供港蔬菜中，有一半來自東莞石碣潤豐國際蔬菜交
易中心。該中心總經理胡浩銓表示，近段時間每年保
持有900噸蔬菜供港，供港蔬菜價格比較穩定。「雖
然有部分內陸省份的蔬菜中心遭遇水災，不過我們分
佈廣，從其他省份批發供港蔬菜，可以避免漲價。」
胡浩銓說，最近寧夏菜心大量上市，令到市場其他

蔬菜也難以漲價。他說，供港葉子菜
主要來源於廣東、廣西，會根據香港
客戶訂單情況跟農場預報，所以供港
菜量不會有起伏。

部分基地菜價微漲
不過，仍然有部分供港蔬菜基地的

菜價略微上漲。佛山三水供港農場總經理吳堅表示，
近期受全國天氣原因影響，內地蔬菜價格有30%到
50%不等的上漲，供港蔬菜價格會有微漲。他說，安
徽的合作農場近日水浸，導致部分葉菜價格上漲，預
計該農場供港蔬菜普遍有10%左右漲幅。
今年山東濰坊遭遇兩次颱風影響，尤其是壽光蔬菜

生產受損嚴重。李嘉寶供港蔬菜總經理李先生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當地的大棚種植茄類植物全國聞名，
其公司不少供港番茄就來自壽光。「現在番茄運輸到
廣東還需要一段時間而且番茄保質時間較長，供港番
茄暫時都不會有影響。但預計一個月之後，番茄價格
可能會有20%到30%的漲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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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讓根部透
氣，適時鬆土，沖洗
菜苗葉面以促進光合

作用……」昨日，在山東省壽光市紀台鎮
前老莊村菜農趙秀蓮的蔬菜大棚裡，中國
農業大學教授高麗紅對如何管理好剛被洪
水浸泡過的茄苗進行指導。

逾半大棚完成排澇
因受「溫比亞」影響，壽光市10萬多個

蔬菜大棚進水，紀台鎮是受災最嚴重的鄉
鎮之一。來自國家大宗蔬菜產業技術體系
以及壽光當地的10多位農業專家昨日來到
紀台鎮，指導當地受災菜農盡快恢復農業
生產。

連日來，壽光市千方百計加快受災大棚
的排水進度。目前，已完成6.6萬多個大

棚的排澇工作，剩餘4萬多個的相關工作
仍在爭分奪秒地進行中。

「小部分受災較輕的大棚已經開始恢復
生產了。」壽光市蔬菜技術指導站站長劉
立功說。
在前老莊村的蔬菜種植區內，菜農們忙

着查看自己的大棚，專家們對有菜苗存活
和需要種植管理的大棚進行技術指導，田
間道路上一片繁忙。
「前幾天大棚積水到了膝蓋，我花了三

天才把水抽完。」趙秀蓮指着大棚後牆上
清晰可見的水印說：「抽完水，我把地晾
了兩天，又衝了兩遍水，然後把死掉的茄
子苗補栽上，給新茄苗『打了頭』。」
「應對措施是對的。」迎着趙秀蓮的目

光，高麗紅做了肯定的答覆。她接着說，
一定要先促進菜苗根部的恢復，被水浸泡

過的根部很容易腐爛，要在澆水時加上催
根肥。

企業贈種苗等物資
為滿足菜農恢復生產的需要，壽光市近

日發動組織多家農業企業支援救災。40多
家企業積極參與捐贈，提供了一大批優良
果菜種苗等物資。
「現在棚內有蔬菜需要管理的、菜苗還

能救活的，這些大棚最需要專家指導。」
壽光市農業局蔬菜辦公室主任劉天英說。
據了解，壽光災情發生以來，已有來自

國家、省、市各級的農業專家近百人，到
當地的80多個村2,000多個受災大棚進行
指導，通過多種方式累計服務群眾5萬多
人次。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受連續
降雨影響，廣東汕頭市中心城區、潮陽
區、潮南區部分地方出現嚴重積水。昨
日9時30分汕頭市發佈暴雨橙色信號，
潮陽區氣象台亦於9時26分發佈暴雨紅
色信號。
汕頭市韓江路、金陵路交金砂路、嵩

山路、珠江路等中心城區多條主幹道與
部分住宅小區如韓江園、環碧莊等都浸
泡在水中，其中有的路段水深達一米，
有些臨街的舖面也遭水浸，浸水淺的路
段汽車行駛其中如同泛舟，浸水深的路
上有不少轎車在水中拋錨。
汕頭潮陽區、潮南區內澇嚴重，昨日

上午，汕頭市市長鄭劍戈趕赴現場檢查
內澇情況，現場指揮防澇救災工作。潮
陽臚崗鎮14個行政村全部受浸，其中臚
溪社區最深積水達到一米多，1,000多戶

居民受浸，已經轉移100多人，其中老宅
人員已經全部轉移。
另據報道，廣東持續強降雨，南方電網
廣東電網公司於30日14時30分將防汛應
急響應級別提升為Ⅲ級。截至30日早上，
廣東電網受強降雨影響用戶共17,096戶，
尚有555戶未恢復供電。

暴雨襲多省暴雨襲多省 內地蔬菜價格內地蔬菜價格「「八連漲八連漲」」

品種

寧夏菜心
通菜
芫茜
菠菜
小棠菜
白蘿蔔
芥蘭芥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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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進菜棚 山東受災菜農逐步復耕 汕頭多區水浸 深逾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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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月月2929日至日至3030日日，，深圳連續兩深圳連續兩
日出現暴雨天氣日出現暴雨天氣。。受暴雨影響受暴雨影響，，全全
市多地遭遇積水市多地遭遇積水，，對交通出行帶來對交通出行帶來
影響影響。。圖為深圳寶安區一條公路變圖為深圳寶安區一條公路變
成一片汪洋成一片汪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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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上 舟行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塌 坡 車毀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農戶在採摘供港蔬菜農戶在採摘供港蔬菜。。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攝攝

■■潮陽潮南內澇嚴重潮陽潮南內澇嚴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