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罗盘测算岩层夹角。

▲爬山是每个地质灾害调查队员的“必修课”。

▲有青苔脱落的地方，调查队员都要仔细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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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科学界下的定义中，地质
灾害是指，在自然或者人为因素的作
用下形成的，对人类生命财产、环境造
成破坏和损失的地质作用（现象）。

在我国，根据 2004 年国务院颁发
的《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规定，地质灾
害，通常指由于地质作用引起的人民
生命财产损失的灾害。地质灾害可划

分为30多种类型。由降雨、融雪、地震
等因素诱发的称为自然地质灾害，由
工程开挖、堆载、爆破、弃土等引发的
称为人为地质灾害。常见的地质灾害
主要指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崩
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
地面沉降等六种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
害。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马文章 通讯员/曾炯虎）“在现场学到
不少防灾减灾知识，还领到了超实用
的防灾应急包，给株洲应急点赞！”5月
12日上午，全国防灾减灾宣传日现场，
市减灾委成员单位设立咨询台和图文
并茂的主题宣传展板，并开展有奖抢
答赛和趣味互动游戏，为参展市民送
上防灾减灾“技能包”。

活动中，市减灾委员会向广大市

民发出倡议，要求大家携起手来，共同
关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牢固树立风
险意识，防范化解灾害风险。

市安委办、减灾委成员单位在认
真开展防灾减灾日各项宣传活动的同
时，还以此次宣传活动为契机，对全
市安全生产、道路交通、地质灾害、防
汛等灾害隐患和防灾减灾薄弱环节
进行认真的排查，制订完善相关应急
预案。

三个地质灾害调查员的一天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张威 文/图

今年 5 月 12 日是第 14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为方便大家了解常见
地质灾害的预防和救助基本常识，增强防灾减灾意识，
本报记者日前走近了醴陵市地质灾害调查队，并见证了
他们的野外地质调查工作。

上周末，醴陵市中到大雨，气温23摄氏度。
“小马，今天我们要赶在中午前，调查完龙源村的三个

斜坡单元。老魏，再检查一遍罗盘、地质锤、测距仪。”郭锦
喊上同事马甲惠和魏金驹准备开始当天的调查工作。

今年34岁的郭锦是醴陵市地质灾害调查和风险评
价项目的技术负责人，10年时间跑遍了株洲各县。老大
哥魏金驹言语不多，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和经验丰富
的老哥们不同，小马算是一个“新兵”，去年，他和项目部
一起才“搬”到这里。

从泥巴、石头中发现地灾风险

上午 8 点 27 分，汽车刚驶入东富
镇境内，天就下起雨来。豆大的雨点

“啪啪”地打在汽车玻璃上，刮雨器“刷
刷”来回摆动。

“这么大的雨，调查工作会有危
险。”老魏话锋一转，“这就是人居斜坡
调查的目的，为老百姓及早发现危
险。”坐在后排的小马没有插话，低头
看着卫星坐标。

雨越下越大，汽车缓缓驶进乡村
小道，路况也发生了变化。路面窄，坡
度陡，弯道多，偶尔还有折断的树枝。
途经一个逼仄的分叉口，车只能停
下。“没路了，步行吧。”三人下车，撑起
伞走进雨幕中。

不一会儿，衣服就被淋湿，汗水混
着雨水在脸上肆意流淌。因为坡陡加
上青苔较多，走起来很容易滑倒，他们
尽量向前倾伏着身体，以减少可能后
仰摔倒造成的伤害。正当小马重新定
位的时候，郭锦停下脚步指着不远处
的山坡说：“就在前面了。我们调查仔
细点，先去看看居民房前屋后。”

三人刚踏进一农户家院子，一位
中年妇女听到动静从屋里走了出来。

“你们是干什么的？”
“老乡打扰了，我们是做地质灾害

调查的。想去看看你们房子后面的坡
有没有新开的口子。”郭锦指了指自己
的工作服解释。

来到后院，地质勘探出身的老魏
从斜坡底部扒下一块泥土，如同小时
候玩泥巴般捏了又捏，“还好，是硬塑
泥。”在雨天无法判断是否渗水，还不
能断定风险高低，“那岩层结构、角度
如何？”郭锦俯下身子追问。

“确实不见青苔附着。”这让老魏
的心也悬了起来，他继续弯腰刨出岩
层，掏出罗盘测量夹角，“结构合理，是
正值。”郭锦确认无风险后回头示意小
马做好记录。由于滑坡种类复杂，有
推移、牵引和复合式三种，测量工具只
是辅助，地质人一辈辈积累的专业经
验，才是化解风险的“金钥匙”。

拍照、测量、分析、走访、填表，三
人配合默契，两小时不到，片区三处斜
坡单元调查完成。

上午10点31分，雨水褪去。老魏
抬头看看天，示意继续赶往下一个点。

一身衣服，湿透两次

中午 11 点 26 分，车至大屏山腰，
海拔 227 米。饥肠辘辘的三人只能先
就地补充能量。

“有一次去调查，汽车开不进去，
我们全程走了十多公里，步行上山。
路上过沟爬坎，全在草丛中穿梭，还碰
到了蛇。”午饭间，郭锦讲起以前的惊
险遭遇，老魏听得入神，而小马却在清
理他的新鞋……去年，小马共磨破了
四双鞋，今年，他提前买了七双备用。

匆匆用过午餐，大家又迅速投入
到工作中。烈日下，树丛中的水汽被
蒸发，他们行走其中，如同置身于蒸笼
一般，被雨水淋湿了的衣服，刚刚被太
阳烤干，此刻又被汗水浸湿。

汗水不断顺着毛孔外溢，仅有的
几瓶矿泉水就是小队的水源补给，大
家都是小口抿着喝。因为需要携带工
具，所以负重有限，从早上出发就要做

好一天的饮水计划，在工作未结束之
前必须留一口水，以应付紧急情况。

下午 1 点 23 分，队员们来到一处
山窝。“别走了，前面是成片的‘醉汉
林’。”领头的郭锦指着坡边倾斜的竹
林说道。受地表作用力影响，树木会
发生倾斜或者倒桩，甚至有滑坡的风
险，老一辈的地质人形象地称这现象
为“醉汉”或“马刀”。

“坡度、坡高再报一遍。”在最后一
个斜坡单元，老魏与小马再次核对无
误之后，终于解开了紧缩的眉头。当
天，他们调查的每个数据，日后都将成
为全省地灾防治的重要基底，唯有准
确无误才能发挥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
系真正作用。

下午4点55分，三人完成了第6个
斜坡单元的调查工作，满车人、满身泥、
满身汗，吹着山间晚风心情特别好。

相关链接

常见的地质灾害有哪些？

相关新闻

全国防灾减灾日
领取“应急大礼包”

▲每个斜坡单元的数据核查必须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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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里待售的小龙虾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刘芳 摄

餐饮店小龙虾价格依旧

小龙虾身价跳水，“吃虾自由”来了吗？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芳

夜宵店小龙虾按只卖成趋势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芳

小龙虾尽量现买现吃
部分人群要少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芳）油爆虾、口味虾、卤虾……进入
吃虾的季节，各种口味的小龙虾就是
夜宵市场上的抢手货，但是，吃的时候
也有要注意的事项。

“虾体当中的重金属、细菌、寄生
虫等有害物质多在外壳、内脏和鳃当
中，所以最好避免食用小龙虾内脏和
头部。”医生提醒，市民尽量现买现吃，
因为小龙虾蛋白质含量很高，储存不
当很容易腐败变质。

由于湖南的口味虾一般口味都比
较重，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
市民应尽可能少吃。口味虾的嘌呤含量
高，不适合痛风病人吃，如果混着啤酒，

那更会引起嘌呤过高而
导致尿酸增多，带来痛
风的危害，应严格控制。

此外，过敏体质人
群 慎 食 小 龙

虾。

虽然农贸市场上小龙虾价格下降，但一些餐
饮店的小龙虾价格依旧。

在天纺农贸市场一家水产店，餐饮店老板苏
军选购了15公斤小龙虾。他介绍，店内的小龙虾
价格有68元每份，稍微低一点的大概是48元、38
元一份，基本与去年相同。

而在一些连锁网红店，一份油焖大虾甚至卖
出238.9元，一份20只。让市民直呼“吃不起”。

记者了解到，也有少部分店为了吸引客流，打
出低价活动，价格为每斤28-38元，甚至有9.9元一
斤的卤虾。滨江路一家餐饮店老板告诉记者，“这
样做不赚钱，主要是为了引流，靠别的产品盈利。”

炎炎夏日，在夜宵江湖里，小龙虾成当之无愧的主角。
记者注意到，今年小龙虾价格跳水，餐饮店小龙虾价格却依旧。此外，零售方式有了变化，不少

商家会在菜单中标注小龙虾的个头与数量。

小龙虾按只卖成趋势

记者走访发现，今年不少小龙虾宵夜店对菜单
进行了更新，消费者点餐时可清楚看到一份的数量。

“98 元的油爆虾一份有 10 只，都是 6 至 7 钱
的大虾，差不多1斤的量，买三送一。”湘芸路一家
龙虾馆店员告诉记者。

在外卖平台，也有不少商家已不再如往年一
样用“斤”来标注，而是用小龙虾的个数来直接标
注。如“亿口香卤虾，10 只一份近 14.8 元”“招牌
口味虾38元，一份6只，买五送一”。

“商家标注好数量对消费者来说是好事，一目

了然，数一数就知道有没有被坑。”市民夏紫俞说。
也有市民质疑，“看似价格透明，但是不是一

种变相涨价？”
据了解，龙虾馆论斤或者论份卖水分多的例子

不少。去年，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曾做
过一个调查，在上海不同的小龙虾门店购买了几份
小龙虾外卖，结果发现同样是“一份”小龙虾，不
同品牌的实际重量相差了 1/4。即便是同一
家品牌的不同门店，一份小龙虾的只数也会
有差别，导致重量相差13克至53克不等。

迎合消费者习惯

记者了解到，小龙虾分为青虾和红虾两种类
型，一般情况下按个头小（2 至 3 钱）、中（4 至 6
钱）、大（7至9钱）、炮头（9钱以上）、通货（不分大
小）来划分规格。

“标注数量或者重量，这里面有一定的营销心
理学。”从事夜宵经营多年的许先生告诉记者，按
只卖的话，小龙虾的单价就会显得低一些；按斤卖
视觉上就会让人觉得贵一些。

当然，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一趋势是为了迎
合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现在很多年轻人对斤、两没什么概念，也不
太懂小龙虾的品级，经常有顾客会问 6 钱的小龙
虾到底有多大、一斤小龙虾有多少只这种问题。”
湘芸路一家龙虾馆老板说：“现在我们直接标注数
量，就可以省去很多沟通成本，店员也好操作。”

相关新闻

近日，“小龙虾跌到个位数！”的消息刷屏了吃货们的朋友圈，让不少人感叹“吃虾自由”来了吗？
5月，进入小龙虾消费旺季，株洲小龙虾市场行情如何？价格还会有下调吗？近日，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

小龙虾身价跳水

5 月 10 日一大早，记者在天纺农贸
市场看到，商家早早地把一盆盆小龙虾
摆在显眼位置，规格不一的小龙虾在盆
中挥舞着双钳，等待着消费者挑选。

在该市场内，4至6钱的“中青”每斤
在16元左右，7钱以上的价格在每斤25
元左右。

市民刘女士买了100元中等规格的
小龙虾，打算回家做口味虾，“前几天，买
同样大小的是22元一斤，今天一斤只要
16元了。”

“别看它个头不大，但青壳虾皮薄肉
多，最适合做口味虾、卤虾了。”见到消费
者靠近，戴着黄色橡胶手套的摊主一边

吆喝，一边快速地从盆中抓起活蹦乱跳
的小龙虾展示起来，“还可以免费剥头、
扯虾线。”

而有些摊主门为了卖出更多的小龙
虾，不惜以“跳水价”销售：一些不足4钱
的小龙虾按只卖，仅1元一只。

“由于最近连续下雨，价格稍微有点
回调，但相比上个月价格还是降了很多。”
在天纺农贸市场做水产生意4年的彭老
板告诉记者，比如“中青”小龙虾今年上市
以来，4月份售价最高在25元/斤，然后在
波动中下行，到5月10日，已经降到了16
元/斤。而7钱以上的小龙虾，最高价格
则卖到了45元/斤，现在只要25元/斤。

价格趋于稳定

“吃虾自由”真的来了吗？
对此，记者采访了多名业内人士，不

少人认为，5 月中旬之后大量小龙虾集
中上市，按照以往的销售经验，预计还会
有下探的空间。

据了解，小龙虾属于季节性食材，今
年天气回暖较早，全国首批小龙虾 2 月
底就上市了。进入 4 月，小龙虾生长速
度加快，湖北监利、洪湖以及湖南益阳、
岳阳等洞庭湖周边地区养殖的小龙虾进
入集中上市期，小龙虾价格下跌是市场
规律。

“价格降了一半，但销量也只有去年
同期的一半，在周末、节假日期间，一天
最多也只卖500斤左右。”彭老板坦言，6
至 8 钱的大青虾主要向餐厅供货，但受
疫情影响，小龙虾的销量远没有达到预
期。

疫情反复是当下最大不确定因素，
因此后续的小龙虾行情走势情况也不好
说。彭老板认为，“疫情稳定、物流恢复
后，餐饮店、夜宵摊等拿货主力纷纷出
山，小龙虾需求及消费会明显上升，其价
格也就难以下降了，会慢慢趋于稳定。”

▲彭老板向记者展示小龙虾的品质。 刘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