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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鸿 摄影报道）6月22日，市发
改委、市交通运输局联合组织召开淮南市区巡游出
租汽车运价调整及定价机制改革专家论证会。会议
邀请了经济、法律等5位专家学者对运价调整及定价
机制改革方案开展现场论证。

会上，市发改委就目前我市市区巡游出租车
运营成本监审情况、运价调整及定价机制改革主
要内容、听证会召开情况等进行了介绍，本次论证
会论证要点主要为调整起步价、车公里租价、合乘
费、春节临时加价政策及定价机制改革等内容。
专家学者重点围绕价格调整的必要性、可行性、合

法性、合理性进行充分论证，并对出租车运价调整
方案及定价机制改革进行了讨论分析。通过论
证，专家组一致同意市发改委、市交通运输局提出
的淮南市区巡游出租汽车运价调整及定价机制改
革方案，并提出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
相关规定、加强行业管理、提高服务质量等具体建
议。

下一步，市发改委、市交通运输局将结合社会公
众、专家学者及相关部门的反馈意见，进一步完善运
价调整及定价机制改革方案，并按照相关程序做好
运价调整及定价机制改革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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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雪峰）6月23日午间，淮南市气
象局发布《气象信息专报》，表示根据省气象台会商
结果，当日我省江淮之间入梅，较常年偏晚2天。

入梅后主雨带在我省南北摆动，受其影响，除当
日降水过程外，6月27-28日还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
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
注意做好雷电、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的防御工作。

入梅亦称“入霉”、“进梅”，是指初入梅雨期的日
子。每年初夏江淮流域一带经常出现一段持续较长
的阴沉多雨天气，此时，器物易霉，故亦称“霉雨”；又
值江南梅子黄熟之时，故亦称“梅雨”或“黄梅雨”。

进入梅雨期，各地气候时节不同，入梅期也各不
同。宋陆游《入梅》诗：“微雨轻云已入梅，石榴萱草
一时开。”元陈元靓《岁时广记·夏黄梅雨》：“《四时纂
要》云：‘梅熟而雨曰梅雨。’又闽人以立夏后逢庚日
为入梅，芒种后逢壬日为出梅。”

每年梅雨期开始有迟有早，梅雨持续时间有长
有短，有的年份，梅雨锋特别活跃，暴雨频繁，造成洪

涝灾害。有的年份，梅雨锋不明显，出现“空梅”，形
成干旱天气。有的年份，会出现梅雨带北移后又返
回江淮流域再度维持相对稳定的现象，习惯上称“倒
黄梅”。江淮流域梅雨结束后，雨带移至华北地区，
江淮流域进入高温少雨天气。在气象上，把梅雨开
始和结束的时间，分别称为“入梅”和“出梅”。中国
长江中下游地区，平均每年6月中旬入梅，7月上旬
出梅，历时20多天。但是，对各具体年份来说，梅雨
开始和结束的早晚、梅雨的强弱等，存在着很大差
异。

而在我国传统方法上，入梅和出梅的确定是根
据节气结合干支来推算的。按照历法规定，芒种后
逢第一个丙日为入梅，小暑后逢第一个未日为出
梅。如果芒种当天的天干为丙，则将该日定为入梅，
小暑当日地支为未，则将该日定为出梅。这种农历
上的“入梅”和“出梅”是推算出来的，因此。不能简
单地凭日历上的入梅、出梅来指导生产和生活，而要
听取气象台发表的梅雨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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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17时许，山南民裕大街上停
满了各种接孩子放学的车辆，这几辆电动
三轮车就停在路口的正中间，你们是方便
了，但影响别人正常行驶了。

本报记者 摄

停在路中间停在路中间，，不该不该

6月21日17时许，在山南杜鹃路上有
许多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行驶，放着非机动
车道不走，偏要行驶在机动车道上，与汽
车争道，不危险吗？

本报记者 摄

与汽车争道与汽车争道，，危险危险

山南恒大绿洲支路全路段都禁止停
车，但就有一些驾驶员在这里违停，你们
这样停车，让别的车辆还怎么通过？

本报记者 摄

这样乱停车这样乱停车，，不行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