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获悉，受液化石油

气、电影及演出门票以及鲜菜等价格上涨影响，10月份，安徽省居民消费价格

环比上涨0.6%，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数据显示，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0.4%，影响CPI上涨约0.13个百分点。其中，鲜菜价格上涨13.6%，影响CPI

上涨约0.27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的数据显示，10月份，安徽省居民消费价格环

比上涨0.6%，其中，城市上涨0.6%，农村上涨0.5%；食品价格上涨0.5%，非食

品价格上涨0.6%；消费品价格上涨0.9%，服务价格上涨0.1%。

食品烟酒价格上涨0.4%，影响CPI上涨约0.13个百分点。其中，鲜菜价

格上涨13.6%，影响CPI上涨约0.27个百分点；畜肉类价格下降0.5%，影响

CPI下降约0.01个百分点。

跟去年同期相比，2021年10月份，安徽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7%，

涨幅比上月扩大1.0个百分点。

记者了解到，1～10月平均，安徽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上涨0.7%。

食品烟酒价格下降1.3%，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下降约0.39个百

分点。其中，蛋类价格上涨15.0%，影响CPI上涨约0.10个百分点；鲜菜价格

上涨14.6%，影响CPI上涨约0.29个百分点；水产品价格上涨10.9%，影响CPI

上涨约0.19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上涨0.2%，对CPI无影响；畜肉类价格下降

28.2%，影响CPI下降约1.28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下降43.0%，影响CPI下降约

0.98个百分点）。

10月，安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7%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2021年 10月

份，受煤炭和部分高耗能行业产品价格上

涨等因素影响，安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环比上涨1.8%，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

点；同比上涨11.5%，涨幅比上月扩大2.0个

百分点，创2008年10月以来新高（2008 年

9月份涨幅为12.0%）

从环比看,10月份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2.4%，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生活

资料价格上涨0.1%，涨幅比上月收窄0.2个

百分点。主要行业中，煤炭需求旺盛叠加

供给不足，价格继续上涨，涨幅10.3%，收窄

0.4个百分点。原油、焦炭价格走高，石油、

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上涨9.8%，扩

大6.4个百分点。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记者从安徽省公

安厅获悉，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主动出

击，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黑灰

产业违法犯罪，1至10月共抓获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嫌疑人2.1万余人、破获案件3.1

万余起，同比上升135.29%、96.1%。

同时，完善止付冻结工作机制，全力压

发案减损失，省反电诈工作平台推送预警

线索21.8万余条，成功拦截率99.7%，冻结

账户10.2万余个、40.7亿余元。

我省是电信网络诈骗的主要受害地

区。公安提醒广大市民，未知链接不点击，

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

款多核实，提高警惕，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同时，当民警上门或者打电话告知你可能

正在被骗时，请积极配合，民警正在保护你

的“钱袋子”。

1至10月，安徽抓获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嫌疑人2.1万余人

10月份安徽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同环比涨幅扩大

数说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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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以信息化助推长三角

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更加高效，记者从安徽省生态

环境厅获悉，目前该厅正在积极探索建立长三角

生态环境协同共治试点典范，构建长三角区域

水、陆、空立体式监测监控一张网，按照“体检-诊

断-治疗-再体检”的工作思路，建成长三角生态

环境共保联治机制。

“安徽将基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技术搭建

目标评估、风险评估、热点挖掘等智能预警模型

算法，智能识别长三角跨界区域突出环境问题

和风险态势预警。”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

与此同时，推进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数据共

享、共治、共用，以长三角区域跨界环境数据驱动

区域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创新应用，加强长三角环

境污染联防联控能力，推进长三角重点领域行业

绿色转型，实现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数据全

覆盖和长三角跨界区域生态环境管理全覆盖，全

力打造信息化助推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协同共

治试点示范的亮点。

未来一个月内
或有两次明显降温过程

根据近期（2021年11月21日～12月10日）气

候趋势预测，预计2021年11月21日～12月10

日，全省降水量较常年偏少，沿江江北平均气温

较常年偏高0～0.5℃，江南偏低0～0.5℃。

预计期间有2次明显的降温过程，出现的时

段为：11月24日～26日和12月2日～4日。

今冬前暖后冷，淮北雨雪量较多
根据今年冬季气候趋势预测，预计2021/2022

年冬季（2021年12月～2022年2月）全省平均气温

较常年偏低，季节内冷暖波动大，前期偏暖、后期偏

冷，发生阶段性强降温事件的可能性较大。

极端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2～

-10℃，其他地区-10～-8℃。

前冬（2021 年 12 月）我省大部气温较常年偏

高；后冬（2022年1～2月）冷空气活动明显转强，

气温偏低，低温日数偏多。淮河以北雨雪量较常

年偏多，沿淮及淮河以南偏少，有阶段性低温雨

雪冰冻天气，但发生大范围、持续性低温雨雪冰

冻灾害的可能性较小，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气象

干旱发生发展。

淮河以南或有气象干旱发生发展
根据明年春季气候趋势预测，预计2022年

春季（3～5月）全省降水量较常年偏少，淮河以南

部分地区有气象干旱发生发展。

全省平均气温较常年略偏高，气温变化幅度

较大，有轻度倒春寒。极端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

本省山区0～2℃，其他地区2～4℃。

拉尼娜年冬季偏冷的概率更大
总体来说，今年这个冬天极有可能先暖和再

极速降温，气温大起大落。气象专家分析认为，

这主要和拉尼娜事件有关。

据国家气候中心消息，今年7月以来，赤道

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下降，10月份进入拉尼娜

状态，并于冬季形成一次弱到中等强度的拉尼娜

事件。鉴于2020～2021年秋冬季曾出现过拉尼

娜事件，因此2021年将是“双拉尼娜年”。

拉尼娜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面温

度持续异常偏冷的现象(与厄尔尼诺现象正好相

反)，是热带海洋和大气共同作用的产物。

从历史数据来看，在多数拉尼娜事件达到盛

期的冬季，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动比常年更加频

繁，且强度偏强，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较常

年同期偏低的概率较大；南方地区水汽条件较常

年同期明显偏差，不利于形成降水。值得注意的

是，拉尼娜年冬季偏冷的概率更大，但并不意味

着一定会出现冷冬。在1951年以来的15次拉尼

娜事件中，有10年我国冬季气温偏低，5年气温

偏高。

安徽省气候中心发布气候预测公报

今冬全省前暖后冷，淮北雨雪量较多
11月10日，安徽省气候中心发布最新安徽省气候预测公报。根据公报，今冬安徽淮河以北地区极

端低温-12℃，且雨雪量较常年偏多。 ■ 记者祝亮

安徽探索建立长三角生态环境协同共治试点典范

11月7日，市民在合肥市经开区芙蓉社区一家超市选购“惠民菜”。 ■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