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居民原则居家的第二天，成都下了

一场雨。

站在自家阳台上，关惠方从雨后的空气中

感受到了秋天的凉意以及四川盆地“标配”的

湿润。在长达近一个月的极端高温干旱天气

后，过去常被四川人嫌弃的“潮湿感”竟显得亲

切且珍贵。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自 9 月 1 日起，拥有

2000 万常住人口的成都市暂时进入“静默模

式”，关惠方也因此有了久违的“假期”。作为

国网成都供电公司的一名员工，为了在历史同

期最高电力负荷情况下运维保供，此前她已经

连续工作了两个多月。

“幸好气温降下来了，如果是高温叠加疫

情……”说这话时，关惠方的口气半是无奈，半

是庆幸。

“史上最热”的夏天过去了，烟火城市还没能

回归。似乎是一个意外的空档，居家不出的人们

得以回望在那段“40℃+”的炙热时光里，面对大

自然的无常，人类有多脆弱，又能有多坚韧。

毛焦火辣的夏天

成 都 从 来 不 是 一 个 以“热 ”著 称 的 城 市 。

相比于毗邻的重庆人对每个夏天总有十天半

月气温超过 40℃的心理认知，成都人显得“娇

气”许多，往年只要温度计指针指到 35℃，不少

人口中就会念叨“热得遭不住”。

2022 年的夏天，这一切都改变了。

四川省的第一次强高温过程出现在 7 月上

旬至中旬，其间该省多地日最高温达到 38℃以

上。关惠方是国网成都供电公司电缆运检中

心四班班长，她的班组主要负责成都市锦江

区、高新南区输电电缆的巡视运维检修工作，

区域内有众多居民楼、办公楼及商场，她也因

此从用电数据中早早地察觉到了一些异常。

“自 7 月初起，班组运维线路的电力负荷曲

线就持续呈现上扬态势。”关惠方说，温度高、

负荷重，埋在地下的电缆开始出现“高烧”症

状，这不仅会影响电力输送，极端情况下还可

能引发火灾。为了确保电缆表面温度维持在

安全范围内，那段时间，关惠方和班组其他 13

名同事两人一组，每天分布在辖区内的各个重

点点位，在路面打围后用下井送风、冰敷等方

式给电缆“退烧”。

面对那一轮高温，人们有些惊诧，但还不

至于乱了手脚。当时最引人注意的新闻有两

条：一是仅 7 月 10 日一天，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就收治了 3 名热射病转诊病人，其中一人因病

情过重抢救无效死亡；二是为方便市民“蹭”冷

气，成都一地铁站专门把一处空地设为纳凉

区，还贴心地准备了椅凳。

7月 28日起，持续强高温天气再次席卷西南

地区。这一回，四川整整热了近一个月，创下1961

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该省最强高温事件的

纪录。8月21日，成都最高气温达到43.4℃，刷新

了该市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值。

冷水龙头里放出的是热水，风扇里吹出的

是热风，每个人都向外散发着热气。电商平台

上空调时常缺货，即使买到了预约安装也要排

队。上了年纪的人念叨着“活了一辈子没见过

这么热的夏天”，一些男士人生第一次主动撑

起遮阳伞，爱美的关惠方却基本放弃了过去户

外作业时总要涂抹的防晒霜，因为“汗水随时

都在洗脸，涂了也没用”。

这样的日子里，防暑降温成了一切活动的

前提。福建人陈文山在成都经营一家餐厅，为

了减少高温对上座率的影响，他在店里新装了

好几台强力风扇，所有空调都从早开到晚。“上

个月光是电费就花了 7000 多元，但也的确揽住

了一些生意。”陈文山说。

虽然热得“毛焦火辣”，但按照过往经验，

只要有电，绝大多数因高温造成的困难都能迎

刃而解。然而，随着 8 月 14 日四川省经济和信

息化厅和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联合下发《关于

扩 大 工 业 企 业 让 电 于 民 实 施 范 围 的 紧 急 通

知》，人们才意识到，电力大省快没电了。

什么时候下雨？

9 月 2 日晚上 8 点，胡朝辉所在的楼栋居民

被通知进行核酸采样。和家人一起下楼前，他

关掉了家里所有的照明灯。

胡朝辉在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做新闻宣

传工作。过去两个月，他近距离目睹了该省 10

万名电力职工为保电付出的辛劳和汗水，见证

了全社会为“让电于民”做出的牺牲与努力。

胡朝辉说自己从未如此强烈地意识到，能源大

省的能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四川的每

一度电都来之不易”。

作为全国水电第一大省，四川极少缺电，

往年的 6~10 月丰水期，该省还会出现被迫“弃

水弃电”的情况。然而 2022 年，与极端高温相

伴而来的是 60 年一遇的大旱。来自四川省气

候中心的数据显示，从 6 月起到 8 月 24 日，该省

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显著偏少 43%。

降雨少，江河来水就少，最终造成水库库

容出现“汛期反枯”的罕见现象。至 8 月中旬，

四川多个主力水库蓄水几乎消落至死水位，天

然来水电量由同期约 9 亿千瓦时下降至约 4.5

亿千瓦时，降幅达 50%。

另一边，全川居民 7 月日均用电量同比暴

涨 93.3%；8 月高温期间，该省用电需求最高负

荷跃升至 6500 万千瓦，同比增长 25%。一减一

增间，四川电力捉襟见肘。

从政府出台错避峰负荷电价新政，到工业

电力用户生产全停，再到四川首次启动突发事

件能源供应保障一级应急响应，在极端高温的

最后半个月里，“缺电”产生的影响延伸到了城

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电力公司的大楼是最早停止使用空调的办公

楼之一。为了降温，胡朝辉每天都从家里带些碎

冰块到公司。工作时，他常常一手握着鼠标，一手

摇着扇子，扇累了就换成手持小风扇。那段时间，

“什么时候下雨”成了他和同事讨论最频繁的话

题，可老天爷像是故意不遂人愿，整整35天，只有

零星的雨水“划拨”到四川的土地上。

再后来，大商场的开门时间调到了下午 4

点后，公共场所的自动扶梯不转了，成都地铁

所有站台的照明灯关了一半，站台温度升高到

27℃以上。8 月 19 日晚间起，成都主干道上，路

灯调暗，景观灯全部关停。位于城市最中心的

春熙路自开街以来第一次接近真正的黑夜，所

有幕墙、广告牌停止用电，商铺照明灯光调弱，

整条路上唯一算得上“非必要”的用电，是打在

那只著名爬墙大熊猫身上的一束光。

短短几天时间里，“省电”成了四川人的一

项集体工作。有的家庭为减少空调使用一家

三四口白天黑夜都待在同一个房间，人们有意

识地随手关灯，使用完毕后及时关闭电脑、电

器减少待机耗能。胡朝辉的一位朋友告诉他，

保电总动员发起后，家里的空调只在特定时间

开启，自己 10 岁的儿子还成了“节电监督员”。

高温叠加限电，以“有活力”著称的成都陷

入一种滞缓，但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的工作却

因此更加繁忙——当去楼下小卖店买支雪糕

都要评估中暑风险时，电商和线上零售平台成

了许多人获得生活物资的第一选择。

高温期间，外卖骑手李家军最多时一天完

成了 80 多个订单，收入在 400 元左右，“大部分

都是茶饮订单”。订单量激增，李家军很想趁

着高温带来的“旺季”多赚一些，为此他在防暑

降温方面做了几近万全的准备：冰袖、面罩、隔

热坐垫、大瓶饮用水、藿香正气液……尽管如

此，一天中最热的时段，每完成一两个订单，他

还是要找个阴凉处缓一缓，“不然一天跑个 100

单应该不成问题。”

一“冰”难求

与李家军一样，每次户外作业，藿香正气

液都是关惠方与同事预防中暑的神器。然而

在第二轮强高温过程中，怎样给过热的电缆

“防暑降温”一度成了运检班组的难题。“冰敷

效果最快、最好，可那时候很难找到稳定的工

业用冰来源。”关惠方说。

罕见高温持续，不仅人感到煎熬，宠物、牲畜

乃至超市里的蔬菜瓜果都到了艰难度日的地

步。没了电力制造出的冷气，冰块这一古老的降

温用品被重新发掘出利用价值。在成都，有的社

区买来冰块放在各个核酸采样点，帮助身穿防护

服的采样员降温；一部分冰块被送入写字楼，和

风扇一起组成临时空调；网络上一张网友露天吃

饭一旁堆着大冰块的照片迅速走红，评论区四处

可见“豪横”二字……一时间，平日很少被大众关

注的工业大冰块成了紧俏货。

在四川省乐山市，28 岁的赵伟做了 10 年水

产养殖生意。考虑到同行夏天用冰量大，他从

去年起有了开制冰厂的想法，并在今年 4 月付

诸实施。没想到仅仅 4 个月时间，赵伟的冰从

养殖户卖到了学校、医院甚至监狱，还一路从

乐山卖到成都。这个夏天，卖冰成了赵伟的主

业，光靠两台制冰机他每天收入就有上万元。

在网上看到这条新闻后，成都彭州庆兴冰

场的吴胜心情很复杂。与赵伟误打误撞不同，

吴胜家的制冰厂已经营 30 多年。就在熟识的

人以为吴胜今年能赚得盆满钵满时，他却有如

临大敌的感觉。受错峰用电政策影响，庆兴冰

场原本每天 2000 多条、100 多吨的工业用冰产

量被迫减半。此外，高温还延长了制冰周期。

需求多、产出少，别说开拓新市场，有一阵冰厂

连按时交付既有订单都有些吃力。眼看着过

去单价四五元的冰块价格翻了好几倍，自己却

交不出货，吴胜心里很是憋屈。“不过我也不是

个例，成都绝大多数制冰厂都抓不住这波‘红

利’。”对于这一点，吴胜十分笃定。

在成都双流白家农贸市场摆摊卖冰的董

运富是吴胜的老客户之一。“从他那儿来的货

根本不够卖。”董运富说有一阵光是“求冰”的

电话他每天就要接几十个。限电让冰块需求

大增，制冰又需要用电，破解死循环的办法是

从外地找货源。受益于高度发达的物流系统，

到后来，成都商家手中流通的大冰块，有来自

攀枝花、乐山等四川省内市州的，还有不远千

里从深圳调运来的。有的搬家公司甚至还短

暂地做起了运送冰块的生意。

除了经营餐厅，陈文山还在成都青石桥海

鲜批发市场有一处售卖水产的独立档口。做

了 20 多年生意，见过各种场面，但陈文山怎么

也想不到，在 2022 年的一座省会城市里，他竟

然会为用来给水产品保鲜的冰块发愁。“还好

我这些年广交善缘，靠面子换来了资源，有的

人在微信群里出价百元也没找到一块冰。”说

这话时，陈文山言语中带着几分得意，但更多

的是躲过一劫的侥幸。

神奇的“爱心冰柜”

8 月 31 日上午，黄明和赵春燕夫妇发现自

家经营的火锅店门口多了一台立式冰柜。不

用查看监控，夫妻俩知道一定是又一位热心市

民送来的。“爱心冰柜‘出名’后，店里常收到匿

名‘大礼’。”赵春燕说。

赵 春 燕 说 的 爱 心 冰 柜 平 时 也 放 在 店 门

口。今年入夏后，感到天气异常炎热，赵春燕

和黄明腾出了店里的一个冰柜装满矿泉水，免

费提供给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等户外劳

动者和有需要的人群。为了显眼，他们在冰柜

外贴上了红纸，上面用白字印着“爱心冰柜”

“免费领取”等字样。

火锅店生意忙，除了店里员工抽空补货，

爱心冰柜并无专人值守。有几次透过店里的

窗户不经意看到有人来取水，赵春燕和黄明都

会默契地交换一个开心的眼神。

随着高温天气持续，让夫妻俩意外的情况

出现了：爱心冰柜的水竟然越取越多了。

最早是 8 月 18 日晚上，一名白衣男子先是

从冰柜拿出一瓶冰水喝了一大口，然后回到路

边从汽车后备厢提出一箱矿泉水放在了冰柜

旁。然后是 21 日下午，一名路过的女子仔细看

过爱心冰柜的“说明”后，取了一瓶水，接着掏

出 50 元放在了冰柜上装免费口罩的盒子里。

再然后是 23 日下午，一名蓝衣男子提着一件矿

泉水匆匆赶来，把水塞进冰柜后转身离开……

设立爱心冰柜并不是黄明和赵春燕第一

次以“举手之劳”的心态做善事。他们在火锅

店外张贴了免费吃面的海报，每年夏天在门前

摆放免费饮用的凉茶，店里还有环卫工休息

处。然而在这个酷热的夏天，从监控视频中看

到的一幕幕让夫妻俩反过来被感动了，“我们

只是开了个头，大家就争着把爱心送了过来。”

网络上，爱心冰柜的“神奇”故事引起了广

泛关注。“骄阳不只带来闷热，也传递着温暖与

感动”“一群陌生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保护爱

心，传递火种”……在为黄明夫妇和爱心人士

点赞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给火锅店送来

矿泉水和饮料。转业军人黄明甚至还因此接

到了一位远在新疆且多年没联系的战友的电

话，“退伍不褪色，你是好样的！”

罕 见 高 温 下 ，关 怀 与 体 谅 是 最 好 的“ 清

凉”。工业用冰最紧缺的时候，成都的志愿者

花 4 个小时时间打碎 4000 斤冰块，给核酸采样

点的医务人员降温。李家军好几次收到了客

户的主动打赏，有的订餐人还会提前到楼下或

电梯口等着，只为了让他少走几步节省体力。

关惠方和团队在酷暑下工作时，邻近商铺总会

邀请他们到空调房乘凉，至于收到热心市民送

来冰水凉茶的次数更是数不过来……

不同的课题，同样的选择

8 月 23 日，处暑。从这天起，随着人工增雨

陆续成功，川渝各地人们的体感温度开始下

降。此后一周时间里，在冷空气和台风的南北

“夹击”下，在西南地区盘踞逾一个月的西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整体东退南压，四川极端高温天

气宣告结束。

大自然总能不经意地向人类宣告它的威

严，无论是灾害发生时还是退去时。随着气温

下降和有效降雨发生，几天前还在崩溃边缘徘

徊的四川电力系统迅速满血复活。8 月 30 日夜

里 10点，胡朝辉在媒体群发布了题为《四川电力

供应恢复正常》的官方推文。相关数据显示，四

川全省最大用电需求负荷已从 6500 万千瓦降到

了 4800 万千瓦，随着旱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

解，四川水电日发电能力回升至 5.2亿千瓦时。

吴胜的制冰厂产能恢复了。然而，因为天

气转凉，再加之疫情防控政策收紧，工业冰块

的需求量迅速下跌，市场也进入淡季。在三个

月里经历了大起大落，吴胜倒不再觉得遗憾。

他更希望生意做得平稳一些，未来的每个夏天

都不再有“持续异常高温”出现。

“今年入夏以来，我省遭遇历史同期最极端

高温、最少汛期降水、最高电力负荷叠加的困难

局面……全川人民同舟共济、众志成城……确

保了大电网安全，实现了经济社会稳定有序运

转……”9 月 2 日晚上，四川省委省政府发布了

致社会各界的一封信，宣告了这场能源电力保

供遭遇战攻坚战的最终胜利，并向全省人民的

理解和支持表示感谢，向受停电限电影响的广

大群众和工商企业表示慰问，向能源保供企业

和广大一线职工的超长付出致以敬意。

来不及庆祝，新冠肺炎疫情已无缝衔接高

温而来。目前，成都疫情传播链超过 20 条，全

员居家核酸检测将隐藏病例筛干捞尽成为城

市的首要任务。

新一轮“战役”开启，接诊过热射病患者的

医务人员加入到核酸采样的队伍，各公共服务

企业为保障居家期间水电燃气供给继续坚守，

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依然奔走在大街小巷，将

吃的喝的用的交到人们手中。半个月前拿着

大喇叭喊节约用电的社区工作人员继续用大

喇叭通知核酸采样的时间和地点，部分刚复工

的工业企业则通过闭环管理，在防控疫情与抢

抓生产的矛盾中寻找着最大公约数。

从高温到疫情，看似全然不同的课题，人

们却一直做着相同的选择。因为堂食暂停，黄

明和赵春燕关闭了火锅店，但他们并没有闲

着。为了让社区内忙碌在抗疫一线的环卫工

人喝口热汤、吃顿饱饭，这几天夫妻俩又带着

部分火锅店员工制作派送起免费的爱心午餐，

“每个人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相信疫情终

会散去，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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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成都市民头顶烈日通过金牛区交大路的一个路口。 高寒 摄/视觉中国

8月3日，成都一名身穿防护服的核酸检测人
员用扇子降温。 王效 摄/人民视觉

赵春燕在整理爱心冰柜里的矿泉水和饮料赵春燕在整理爱心冰柜里的矿泉水和饮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娜李娜 摄摄

关惠方所在班组正在搬运冰块为浅沟电缆降温关惠方所在班组正在搬运冰块为浅沟电缆降温。。
受访者受访者供图供图

因为空调停运因为空调停运，，成都一名上班族自备了小风扇降温成都一名上班族自备了小风扇降温。。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