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8月4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任乐天/ 校对：唐海鹰/ 制作：任乐天 版3专 刊

·评论·

高温防暑，是我们夏季最重要的一
项必修课，而提升安全意识，是我们防
患于未然的重中之重，这不仅仅对于高
温安全的方面很重要，对生活中很多的
安全隐患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
安全事故的发生多数是由于人们的疏
忽大意，或是心存侥幸，安全防范的意
识不强。而安全意识并不是一朝一夕
能够培养出来的，而是需要我们全社会
的共同努力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人要有安全的意识，才会有安全
的行为；有了安全的行为，才能保证安
全。其实，我们身边还隐藏着许多的
安全隐患，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只有
提高安全防范的意识学会去避免、去
排除某些危险，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和
他人的安全。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
媒介，我们也发现了许多事故的发生
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意识，比如火灾、溺
水、触电……这些事故无时无刻不在

警醒着我们每个人安全意识的重要
性。而安全观念的形成，需要我们在
日常生活中遵守有关安全的法律、法
规，不断增强自身和家人的安全教育，
消除侥幸心理，积极参与到社会相关
部门举办的安全实践讲座，了解掌握
必备的应急安全防护措施。还要注意
儿童安全教育，家长更要以身作则，通
过言传身教，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形
成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而各个主流

媒体和相关安全部门也要注意对安全
问题的有效引导，加强法律法规宣传，
日常安全防护讲解，让市民能有更好
的途径了解安全知识，防患于未然。

“安全无小事”，防微杜渐是关
键。安全不是面子功夫，而是要落到
实处；安全不是喊喊口号，而是要真正
行动；安全更不是只为自己，而是为了
大家。希望每个人都能时时把安全记
心中，刻刻把安全重落实。

防患于未然安全观念很重要

筑牢夏季安全“防护网”
每年的“三伏”天，因高温湿热，中暑就医、儿童溺亡、火灾伤亡的报道屡见不鲜。为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防暑降温、灾难预防必不可少。

夏季高温，最令人痛心的新闻莫
过于溺水身亡。而每年七八月份是儿
童溺水高发季，总有贪玩儿的孩子因
为玩儿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高温来了许多人感觉“热情难
耐”。暑假中的孩子，爱去泳池或者水
边玩耍享受清凉，但水边隐患多，如果
看护不到位，那么危险就在“悄悄靠
近”。儿童对溺水风险识别和判断力
有限，家长及其他监护人有责任对儿
童进行监护，确保儿童的安全，尤其是
对年幼的儿童。为儿童提供安全并有
专人监护的活动场所，如幼儿园、托管

班等，避免其在危险水域附近玩耍。
任何措施都不能代替监护，不能将低
龄儿童单独留在卫生间和浴室，或开
放的水源边。儿童一定要由成人监
管，不能交给未成年人看护。看护低
龄儿童时，监护人与儿童的距离要伸
手可及，专心看管、不能分心。当你的
孩子在水中时，无论是在泳池中、澡盆
里，还是在开放性的水域中，不要自己
看书或玩手机，因为溺水随时可能发
生，并且溺水的过程很快。家长一定
要和儿童说明私自去游“野泳”的危害
性和严重性，确保带你的孩子去正规

的泳池游泳。并且要加强家庭安全教
育，去水边游玩一定要让儿童牢记六
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
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
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
水域游泳（如水库、河边等）、不准到无
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
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预防溺水事故需要家长、学校、政
府部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多个环节
共同努力，减少事故发生。而家长是儿
童暑期防溺水的重要守护者，更要给儿
童上紧“溺水防护自救”的那根弦儿。

假期儿童安全要留心

进入 8月，天气变幻无常，用电、用
气量剧增，生产、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稍
不留意就容易引发火灾。

记者发现，一些小区居民有私拉电
动车电线的行为，在九洲公园时代，就
有高层居民从 6楼私拉电线给停在楼
下的电动车充电，电线随着风吹四处摇
摆，着实让人心惊。由于小区的电动车
存有量不少，这样的危险行为给小区居
民增添了很大的安全隐患。要知道私
拉电线为电动车充电，如线路容量不
够，会引起线路过载，易引发火灾事
故。如遇大风雨天，高空电线更是容易
令过往行人遭遇触电危险。即使电动
车不是在充电状态，停放在楼道内也很
危险，若是遇到了极端天气或电瓶老化
发生故障，也有可能发生火灾。应当将
电动车停放在安全地点，充电时应当确

保安全。严禁在建筑内的共用走道、楼
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
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

许多家庭会在夏季装修房屋，装
修过程中，室内堆放着木柴、油漆等均
属于易燃物品，如果不正确用电和用
火就有可能引发火灾。所以，室内施
工时首先要注意用电安全；油漆等易
燃物品应存放在远离火源、阴凉通风
处；家庭装修中的电路施工和电器安
装应严格执行电气安装规程。除此之
外，夏季防蚊、灭蚊的用品使用率高，
如蚊香、蚊帐、驱蚊器、灭蚊剂等，一定
要购买正规厂商生产的驱蚊设备，严
格按照说明书介绍的使用方法进行操
作，使用完后及时拔掉电源，切勿长时
间使用。采用蚊香驱蚊的家庭，应将
蚊香置于金属支架上，并将支架放在

不可燃烧的托盘内，不要靠近蚊帐、被
单、衣服等可燃物，与家具、床铺保持
一定距离，避免发生火灾。

公共娱乐场所人员众多，存在大量
可燃、易燃物品，一般情况下，未熄灭的
烟头、燃烧的火柴棍都可能是着火源。
所以，企业要安排专职消防巡检员在企
业内部巡查，起到警示作用，安全出口
须粘贴明显的标志，禁止堆放杂物。夏
季天气炎热，易形成强烈的对流天气，
增大了火灾发展蔓延的速度。同时，夏
季高温炎热，降水少、蒸发大，天干物
燥、燃点降低，许多易燃物体遇明火易
发生燃烧，在热辐射的作用下，火势会
快速蔓延，形成大面积火灾。所以，夏
季防火是我们生活中不可大意的一项
安全工作，需要全社会提高警惕，才能
享受安全健康生活。

小暑至高温 防火要细心

高温酷暑天气下易发生中暑，这样
的天气状况对出行人群来说无疑是一
个严峻的考验。进入 8月份，天气也愈
发炎热起来，中午前后气温较高，紫外
线强，适当的防护措施还是很有必要
的，下面就来瞧瞧高温天气都有哪些地
方需要注意。

首先，外出人员应减少外出活动，
出行时应准备好盐水、绿豆汤等消暑
饮品，必要时携带防暑药品（藿香正气
水、风油精等），遇到人员中暑或不适
时采取措施，同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防
止皮肤晒伤。白天尽量避免或减少户
外活动，尤其是正午时，最好不要在烈
日下长时间外出运动；其次，高温热浪
袭来，会使人们生理、心理不能适应，

致使人心情烦躁，驾驶员也不例外，一
旦遇到外界情况刺激（如对方车辆挤
压占道、夜间会车不关闭远光灯等），
更容易引起情绪激动，从而出现行为
过激，如让车不让速、超车急转向、夜
间比灯亮等等，造成事故。驾车过程
中，可适当播放一些轻音乐放松心情，
保持心态平和正常；夏季带宝宝、孕
妇、老人出行时，特别是患有心脑血管
疾病的老人更应注意采取必要的预防
措施。出门要注意防晒、防中暑、防蚊
虫等。夏季老人外出运动可选择快
走、跳广场舞、打太极拳等。小宝宝在
活动中或者是活动结束之后，不要马
上吃冰冻的东西，会引起肠胃不适。
对于儿童来说，出行要多饮水，尽量不

要在夏天做剧烈的运动，避免太疲劳
或者被晒伤、导致脱水。

如果出现轻度的中暑会出现头昏
眼花、耳鸣、口渴、体温升高、脸色苍
白、皮肤湿冷等症状。出现这些症状
的游客，应立即脱离高温环境，寻找阴
凉、透风的地方休息，解开衣扣和裤
带，扇风降温，让身体快速散热。还可
以用冷水敷额头，擦拭腋窝、腹沟等大
血管经过的部位，在太阳穴上涂清凉
油，或服用十滴水或人丹丸、淡盐水
等。如果是重度中暑的游客，体温可
能超过 40摄氏度，会导致意识丧失陷
入昏迷。如果出现这种问题，同行者
应当尽快联系医院，把患者交给医生
处理。

高温出行安全事项要牢记

炎炎夏日防暑降温成为主要话
题。网友们的“消暑神器”层出不穷，
冰冻西瓜、奶茶、雪糕更是夏日标
配。但是气温过高，人的胃肠功能因
受暑热刺激，其功能就会相对减弱，
容易发生头痛、胸闷、食欲不振等不
适，甚至引起中暑，危害健康。为避
免夏季不适，可以在饮食和生活中有
所调理。

室内外温度升高，人体水分会挥
发较多，因此，要及时补充水分，不能
等到渴了再喝水，那时身体已经是缺
水状态了。另外，身体中的一些微量
元素会随着水分的蒸发而被带走，因

此，应适当喝一些盐水。但应少喝饮
料，果汁、汽水等饮料中含有较多的糖
精，喝多了会对胃肠产生不良刺激，影
响消化和食欲。而且要避免一次性
大量饮水，这样喝水会使胃难以适应，
造成不良后果。前人主张：“不欲极渴
而饮，饮不过多”，这是防止渴不择饮
的科学方法。而夏天是吃冷饮的季
节，从冰箱取出的食物切勿直接食用，
应放置几分钟后再食用，冰凉的刺激
性食品和物品也应少用，以免肠胃系
统出现问题。

烧烤、冰饮等夏季美食，无一不
让人“垂涎三尺”，但是当你在炎热的

天气里“大饱口福”之时，切勿忘记饮
食安全，毕竟身体健康才是头等大
事。天气炎热，高温导致病菌繁殖很
快，所以也是食物中毒的高发期。市
民应该多饮食新鲜食品，外出就餐时
也要多加留意，谨防食物中毒。各餐
饮单位更要对卫生设施、设备进行维
护，做好清洗消毒工作，严格把关。
同时，市民要维护好自己的权益，就
餐后一定要向店方索要发票等相关
凭证，一旦餐后出现恶心、呕吐、腹
痛、腹泻、发热等症状，应立即到医院
就诊，保存好医院就诊记录，及时向
卫生监督机构举报。

高温天气饮食健康不可少

一旦发现有人中暑昏迷，要把患者安置在凉爽通风处休息，让患者饮用盐水，并及时拨打“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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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气炎热，夏季是儿童溺水高发期，儿
童要在监护人陪同下去正规泳池游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