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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也有“早”“晚”之分?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北京时间8月8日2时23分将迎来
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从此时
节，阳气渐收，万物内敛，开始从
繁茂成长趋向成熟结果。

天津民俗专家、专栏作家由
国庆介绍，虽然这个节气名带

“秋”字，但立秋只是天文学意义
上的秋天来临，并非气象学上的
入秋。气候上划分季节主要依据

“候平均温度”的变化来定，即当
地连续五天的平均温度在22摄氏
度以下，才算进入气候意义上的
秋季。

立秋后，热气消散和气温降低
都尚需时日，我国很多地方仍处在
炎热的夏季之中，有民谚说“立秋
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

7月11日入伏后，已经忍受了
一段时日“上蒸下煮”闷热天气的
人们，无比渴望着凉爽秋风早一点
吹来。对此，我国一些地区民俗把
立秋又分为“早立秋”和“晚立秋”。

具体来说大致有两种不同分
法：第一种分法，以农历七月为参
照，如果立秋时还没有进入农历
七月，那么就称为“早立秋”，反
之，若立秋时已进入农历七月，就
是“晚立秋”，如此，今年立秋对应
的农历日期为六月二十二，属“早
立秋”；第二种分法，以时间点来
划分，0点至12点为“早立秋”，12
点至24点为“晚立秋”，如此，今年
立秋属“早立秋”。

源于此，民间也产生了不少
谚语、俗话，如“早立秋凉飕飕，晚

立秋热死牛”“早立秋把扇丢，晚
立秋热不休”等等。

由国庆表示，这些民间俗话
来自祖祖辈辈口耳相传，虽然有
一定道理，却并没有严谨的科学
依据，而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是
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和人类活动
等，因此，立秋是早是晚，和天气
热不热之间没有明显对应关系。

立秋无论早晚，炎热的气温
已到尾声，时节向着“秋意渐起”
行进。落叶知秋，岁月迎丰，秋季
是收获的季节，也是让人产生无
限憧憬的季节。让我们在“咬秋”

“摸秋”“贴秋膘”等民风民俗活动
中一起迎接立秋的到来，齐齐道
一声“天凉好个秋”。

（据新华社）

逃避追捕
巴西男子爬上电线杆待了近24小时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小城伊塔比拉的一名
男子日前为躲避警方追捕，爬到一根电线杆顶
端并在上面停留近24小时。尽管他最终自首，
但其行为迫使供电公司对该地区断电一天多。

法新社援引米纳斯吉拉斯州官员和当地媒
体的消息报道，这名男子现年38岁，州警方本月
4日以违反假释规定为由欲将其逮捕，没想到他
爬上自家屋顶，并从那里攀上了一根约10米高
的电线杆。

法新社照片显示，这名男子头戴棒球帽，穿
短裤，脚蹬凉鞋。他爬上电线杆后，坐在位于电
线杆顶部的横担上。

依照《米纳斯州报》说法，这名男子的犯罪
记录包括武装抢劫和盗窃指控。从 4 日至 5 日
下午，他在电线杆上待了近24小时，拒绝下来。
不过，他最终自首并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后被
警方拘留。

负责地区供电的Cemig公司在一份声明中
说，这一事件迫使公司对事发地所在地区约380
个用户中断供电一天多。 (据新华社)

从黄牛票到“柱子票”“墙根票”

演出市场“漏洞”为何层出不穷？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今年

上半年受理投诉热点分析中，网购演出
票务问题榜上有名——除了已被多次
点名且引发广泛热议的“退票难”之外，
也提到了消费者网购演出门票遭遇“柱
子票”“墙根票”等情况。

所谓“柱子票”“墙根票”，是指部分
演出场所不支持消费者购票时选座，
观众到达现场才得知买到的座位存在
视野盲区——或被柱子遮挡，或处于
场馆墙角，演唱会全程“只闻声不见
人”。在很多演唱会官方报道的评论
区内，不少观众都在吐槽“柱子票”“墙
根票”的情况，比如：张信哲6月3日上
海演唱会，观众花费980元购买的座位
全程只能看到音响和他的腿；梁静茹上
海演唱会歌迷花费千元购买门票，到达
现场才发现观演视线完全被场区的大

柱子遮挡住。
不少消费者都遇到包括“柱子票”

“墙根票”在内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进
而纷纷提出退票维权。梁静茹上海演
唱会“柱子票”事件经当地消保委介
入，主办方负责人承诺后续会制定处
置方案、解决问题。可维权歌迷表示，
一个月时间过去了，问题还是没得到
解决。

据业内人士介绍，大型演出座位
区域的确定，通常先报公安等部门审
批。如果对场馆足够熟悉的，基本不
会出现所谓的“柱子票”“墙根票”。若
因为搭建的演出舞台与场馆原有设施
未能有效融合或者互补，导致座位被
遮挡、观演视觉效果不佳，有经验的主
办单位，通常会为已经购票的观众换
票。一般来讲，“柱子票”“墙根票”问

题并不普遍。业内认为，近期之所以
被中消协点名，原因之一是疫情防控
进入常态化之后，演出骤然增多，有不
少初入市场的演出商没有相关经验，
出现问题后又不能及时解决，导致消
费者投诉。

资深演出商孟伦接受北青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消费者投诉的“柱子票”其
实历来就有，比如四面台的舞台很难避
免柱子的问题。这和场馆本身的构造
和设计有关。但在他印象中，很少听说
有观众投诉——如今成为热点，一方面
是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越来越受到重
视，可以随时随地对自己不满意的现象
进行投诉；另一方面，这些问题的出现，
能促使演出商警醒和反思，对于演出行
业也是一种鞭策。

曾经策划过不少大型演出的音乐

公司营销总监晓飞接受北青报记者采
访时分析，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音乐板
块已经全线回暖，甚至进入炎热势头；
消费者维权投诉的增多，反映出消费者
越来越注重精神消费。

与此同时，晓飞认为，监管部门应
加速制定制度和规范，重拳打击违法购
票渠道，为创作者和消费者保驾护航。

“元宇宙”时代下，VR全景再现技术早
已开始广泛应用，“一个演唱会几万把
不会跑的椅子就摆在那，难道还不能给
消费者说明细节吗？‘想不想做’决定了
市场的进步与发展”，晓飞说。

据记者了解，针对近期演出市场出
现的问题，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将于本周
二左右与中消协开会，就相关问题进行
深入探讨和交流。

(据《北京青年报》)

8月1日，在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头雄鹿在追逐雌鹿群（无人机照片）。
在保护区里，鹿角上挂满了青草的雄性麋鹿左冲右突，向其他试图接近的雄鹿亮出鹿角，或

示警驱逐，或展开攻击，不时有顶角不敌的雄鹿落荒而逃。
截至5月25日，保护区今年新增460头麋鹿幼崽，整个保护区的麋鹿种群目前近2000头。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近日破获多起“入室抢
劫”案，一头母熊和它的三只熊崽已因涉嫌“作
案”落网。

美联社6日以加州鱼类与野生动物保护局为
消息源报道，自2022年以来，塔霍湖南部地区发
生多起不速之客入侵民宅、损坏财物事件，经过
脱氧核糖核酸分析，该局认定一头雌性黑熊和它
的三只熊崽是至少21起财物损坏事件的“案犯”。

加州鱼类与野生动物保护局在一份声明中
说，母熊和它的三只熊崽已于8月4日“被安全
控制住”。其中，母熊是“惯犯”，编号64F，此前
曾多次侵入民宅捣乱，今年早些时候被有关部
门安装了追踪装置。

声明说，母熊可能会被送往靠近科罗拉多州
斯普林菲尔德的一处野生动物保护区；三只熊崽
则可能被送往加州索诺马县一处设施，让它们在
那里纠正行为习惯，以便将来回归野外生活。

去年，人们一度以为加州北部与内华达州
交界地区大约150起“入室抢劫”事件是一头黑
熊所为。加州鱼类与野生动物保护局调查后发
现，这一系列事件是三只成年熊分别所为，其中
之一是此次落网的母熊。 (据新华社)

“入室抢劫”
美国一母熊三熊崽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