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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天气持续北方为何热过南方？
这几天，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发展迅猛，许多地方出现40℃

以上的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23日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持续高温天气成因有哪些？何时结束？北方为何热过南方？

监测显示，22日京津冀、山东、河南中北部、安徽北

部、江苏北部以及内蒙古西部、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等地

部分地区出现35℃至39℃高温天气，河北中东部、北京、

天津、山东西北部等地局地达40℃至41.8℃。23日至24

日，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持续。25日，黄淮地区高温

范围缩小，高温区域向东北地区扩展。预计短暂间歇后，

27日至30日，华北东部、黄淮大部将再度出现高温天气。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近期高温天气的

成因主要是华北、黄淮等地受到较强盛的暖气团控制，且

影响时间较长，同时在高压脊控制下，天空晴朗少云，太阳

辐射增温促进升温。此外，夏至时节白昼较长，太阳光照

时间长，加之华北、黄淮等地空气湿度小、天气干燥，有利

于气温升高及高温维持。

统计显示，今年6月以来（截至 22 日），全国共有183

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突破月极值，有46个站突破历

史极值。华北地区高温日数6.4天，较常年同期（3.3天）偏

多3.1天，为1961年以来历史第5多，仅次于1972年、1968

年、2005年、2022年。北京（7.9 天）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

期最多，河北（7.8天）为次多，天津（6.1天）为第三多。

还未入伏，为何北方就热得这么厉害、甚至热过南方？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高辉表示，我国各地高温集

中时段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南方地区通常在盛夏时段进

入高温季，而北方地区往往在初夏时段。

对华北地区来说，通常雨季前的6月至7月初更易出

现高温天气，连续数天的高温在6月也较为常见。这段时

间主要以干热型高温为主，表现为气温高、湿度小。“进入

7月后期，随着副热带高压北跳和夏季风往北推进，水汽

输送和大气湿度增加，云量增多，会出现闷热天气，也就是

湿热型高温。就最高气温而言，前一时段气温最高值通常

高于后一时段。”高辉说，但体感温度不仅和气温有关，还

受到湿度影响，往往在湿热型高温下，体感温度更高。

高辉表示，全球变暖背景下，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极端

高温发生的频次都在增加。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除黑龙江中部和北

部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外，全国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

期到偏高0.5℃以上；部分地区将偏高1℃至2℃，高温日

数也较常年同期偏多，可能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

专家建议，遇高温天气，公众尽量避免在午后气温最

高的时段到户外活动、工作，需要长时间在户外时要注意

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并关注体温变化，避免中暑或热射病

发生。 新华社记者 黄垚

超半数人员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2020年5月至2022年6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分六批完成对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

6家中央企业的督察反馈。严格责任追究是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督察整改工作和生态环境问

题解决的有效手段。

公开数据显示，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

督察移交的135个责任追究问题共追责问责3035人，含厅

级干部371人，处级干部1244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1509人，诫勉782人，其他处理744人。

与此同时，国务院国资委和6家中央企业对督察移交

的23个责任追究问题共追责问责336人。其中，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183人、诫勉63人，其他处理90人。

记者梳理发现，移交问题追责问责呈现出级别高、力

度大、覆盖广等明显特点——

从问责的具体情形看，共计1692人受到党纪政务处

分，占全部被问责人员的比例超过50%。

从被问责人员构成看，处级以上干部人数达到1615

人，约占全部被问责人数的48%。

从被问责人员所在单位看，人员分布于地方党委、地

方政府、地方党委和政府所属部门、国有企业、其他有关部

门、事业单位等。

记者了解到，在督察组进驻期间，对于群众信访举报

的生态环境问题，各地边督边改、立行立改，督察组也同步

公开边督边改的问责情况。这类问题相对轻微，地方追责

问责的力度和层级也相对较小。

但158个责任追究问题，则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后移交被督察对象实施追责问责的，是当地或者中央企业

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其追责问责的力度和级别远大于边

督边改问责。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总体

看，第二轮督察移交问题追责问责工作注重追究领导干部

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为落实生态环境保护

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动督察整改工作发挥积极作用。

督察组紧盯哪些问题

哪些问题会被列入移交追责问责的问题清单？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督察

工作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思

考、谋划和推进工作。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紧盯生态环保要求

落实情况，关注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上马和

去产能“回头看”落实情况等，使督察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有力抓手。

以第二轮第六批督察的地方近期公开的通报为例，各

省区之间存在一些共性问题。

首先，最多被提及的就是违法违规采矿。

在西藏，那曲市色尼区多个砂石料场按规定应当依法

办理采矿许可证，但那曲市、色尼区2018年以来多次以部

门文件形式变相批准，并未要求办理采矿许可证，林业和

草原、水利等部门也未按规定要求办理草原征占用、水土

保持等手续，放任其长期非法开采，共涉及草原面积46.8

万平方米。

在河北，承德市兴隆县帅宝矿业、鸿基矿业、羊鼻子岭

铁矿等矿区无证非法采矿67.9万吨，导致山体严重破损，

矿坑及其周边支离破碎，地表大面积裸露，严重破坏自然

生态。

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内蒙古，这类问题更为集中，督察

组移交的3个问题中，有2个与采矿有关。乌拉特前旗45

座矿山62个采矿项目存在侵占荒漠草原问题，侵占草原

总面积近3万亩，严重违反草原法。督察组现场抽查的乌

拉特前旗万岭沟北矿区铁矿等8家露天矿山，无一按照规

范进行开采和修复。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黄岗梁铁矿区现有的两家采矿企

业在内蒙古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内建有7个采区、7家选

矿厂、4座尾矿库和相关辅助工程，两家采矿企业3个采矿

权均未落实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有关规定，长期违规开采，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其次是污染防治问题。这直接关系蓝天碧水、关系百

姓的环境获得感，也是督察组向地方移交问题中较为突出

的方面。

在新疆，督察组关注到“乌-昌-石”区域大气污染防

治推进不力、重污染天气多发；在西藏，空港新区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生活污水长期直排；江苏省淮安

市部分区县污水收集处理不到位，水环境污染问题突

出；河北省邢台、唐山、衡水等市县违规处置污泥，环境

风险隐患突出。

此外，严格控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以及去产能“回

头看”落实情况一直是督察组重点关注的问题，也在移交

问题中有一定共性。

新疆一些地方落后产能淘汰不力，违规产能管控不严

不实，如阿克苏地区相关职能部门不正确履行职责，明知

新疆创立化工有限公司3500吨/年铅铬黄生产线属于限制

类建设项目，仍以“搬迁扩建”类项目签发环评批复。河北

省邯郸市钢铁行业去产能存在乱象，产业结构调整落实不

力，如河北新武安钢铁集团烘熔钢铁有限公司于2021年

12月在未完成备案、环评、能评等开工前必备手续的情况

下，违规建设一座1580立方米高炉。

6月23日，温度计显示北京室外气温超过40℃。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摄

3000余人被问责！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紧盯哪些问题？

日前，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问题

追责问责工作全面完成。督察组共向被督察对象移

交158个责任追究问题，被督察对象严肃精准有效

实施问责，共3371人被问责。

追责问责的情况如何？透视出督察工作哪些重

点？记者采访了相关权威人士。

新华视点 记者 高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