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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这个盛产“洁冰白雪”的
地方，冰雪运动被许多小伙伴们所热
爱。今年冬季，我市设置并举办了各
种集观赏、娱乐为一体的冰雪游玩项
目，不仅乐趣多多，更是给人们提供
了赏景观雪的绝佳去处，让人感受到
了冬季的浪漫。尤其是每年的学生
寒假后，冰面、雪场上放眼望去，滑
雪、溜冰车、赏灯、堆雪人……众多冰
上游玩项目让大人和孩子玩得不亦
乐乎。冰雪世界虽美，但是我们也要
时刻注意安全问题，特别是儿童需要
父母时刻留意，避免发生危险。

冰雪运动虽好，但相较其他运
动危险系数也相对较高，特别是遇
到气温偏高的天气，部分冰面结冻
不扎实，因此，喜爱冰上运动的市民
一定要注意安全，在运动时要佩戴
护具并选择正规的场所游玩。记者

走访发现，大部分人在冬季选择比
较多的游玩项目就是滑雪，滑雪能
够锻炼增强人体的平衡能力、协调
能力，还能提升肺活量。但有些事
项一定要注意，比如，滑冰时不要在
口袋和腰间放指甲刀、小刀等尖锐
的物品和易碎的玻璃制品等，以防
摔倒时被扎伤，最好可以戴上护膝、
护腕，以防摔伤。同时，在游玩时一
定告诉孩子不要到设有防护栏、警
示标牌自然结冰的河面、水塘、水池
等处游玩滑冰，防止发生破冰溺水
事故；若发现在无安全保障的冰面
玩耍时，一定要及时提醒和劝阻。

安全无小事。在大家开始憧憬
着鹅毛大雪、和家人期盼着雪上嬉
戏时，更不要忽略游玩安全。希望
各位家长认真担负起监护责任，让
孩子安全享受快乐时光。

进入冬季，气候寒冷，早晚温差
很大，是呼吸道疾病和流感的多发
季节，很多人的抵抗力下降，一旦没
有及时添加衣物就很容易受寒。因
此，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健康小知识
来更好地保护自己。

首先，平时要注意保暖，外出时
最好多带件外套，当室内温差较大
时，出汗时不要出门吹风，以防感
冒。对于体质差、易感染疾病的儿童
和老人，家人可根据疾病流行情况，
有针对性地避开易感人群。同时，在
冬季需要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既可
舒展筋骨、流通血脉，又能增热保暖
防寒。对中老年人来说，冬季锻炼以

室内为主，天气晴好时，可到室外散
步、打太极拳、做保健操，也可跳舞娱
乐。但遇到天气不好，如大风、大寒、
大雾时，则应避免室外运动。冬季不
宜起得太早作晨练，运动量也不宜过
大，应量力而行。

希望广大市民朋友们要不断提
高个人防护意识和防护技能，养成
勤洗手、多通风、用公筷、打喷嚏咳
嗽时用纸巾或肘臂遮挡等良好卫生
习惯。日常生活工作中，避免用未
清洁的手接触口、眼、鼻，主动做好
家庭成员的健康监测工作，出现发
热、咳嗽、腹泻等异常症状，应及时
到医疗机构就诊。

每年一进入采暖季，一些有害
气体就像一个无形的“杀手”潜伏
在人们身边。冬季室外气温低，人
们喜欢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是造
成有害气体中毒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些居民除了使用燃气做饭，
也会使用燃气取暖，这时就要注意
保持厨房自然通风，并留有通风
口。装有燃气设施的房间不能住
人，也不能堆放杂物、改作他用。
使用液化气时，不能将气瓶靠近火
源、热源，严禁倾倒残液，严禁用
火、热水对气瓶加温。消防支队提
醒大家：检漏可用小毛刷蘸肥皂水
涂抹于各个管道连接口及阀门处，
如有气泡产生或闻有臭鸡蛋味，即

为漏气。如发现泄漏，居民应关闭
所有阀门，切断气源，打开门窗通
风，杜绝明火，严禁开启电器开关，
如开灯、打电话等，防止出现电火
花，要到室外拨打当地燃气抢修电
话报修。

不要躺在窗户紧闭、开着空调
的汽车内睡觉。一旦有头晕、头
痛、全身无力、反应迟钝、恶心、呕
吐等症状，要考虑是否一氧化碳中
毒，并应立即就医。一旦发现有一
氧化碳中毒，要立即开窗通风，设
法将患者移到通风处，解开中毒者
的领扣、裤带，保持呼吸道通畅并
侧卧，防止呕吐物窒息，同时立即
拨打急救电话。

有毒气体要警惕

抵御严寒 健康体魄不能少

气温日益变冷，很多人都在想
尽办法提高室内温度，室内防火问
题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从以往的
情况来看，失火原因大都是因为居
民粗心大意造成的，只要多掌握一
些防火的基本常识，很多火灾是可
以避免的。

家是避风的港湾，也是最容易
忽视安全的地方，特别是在气候寒
冷干燥的冬季。平时，尽量不要一
直紧闭窗户，要开窗通风保持一定
的空气流通。使用燃气时，应尽量
将窗户打开，以防燃气泄漏发生意
外；停止使用煤气时，应关闭总阀；
要经常检查管道和阀门是否安全无
泄漏，并保持室内良好通风，特别是
在入睡前，要确认燃气阀门关闭。
若发现煤气泄漏现象，要保持镇定，
迅速关闭阀门，打开门窗，切勿惊慌
失措，不要开灯和打电话，更不能动
用明火。如果家里有小孩子，要把
打火机、火柴等东西放好，至少是小

孩子够不着的地方，不要因为小孩
好奇因为玩火引发火灾。

小区居民李女士说：“火灾发生
时最让人担心的就是消防通道被
堵，我家住在高层，总是有人在楼梯
间堆放杂物，一旦发生火灾可能连
逃命的通道都没有。物业也是屡次
劝说，但过几天就又开始堆放，真是
让人又气又无奈。”楼梯间堆放的杂
物，既堵了他人的心，又堵了生命的
通道。所以，劝告大家不要将杂物
堆放在楼道内，这是每位居民的义
务和责任，也是为您和他人的安全
着想，不可占用消防通道、不得封闭
防火门，以免妨碍消防通道的正常
使用。

冬季风干物燥，易发生火灾，引
发燃爆事故，所有人都要结合自身
实际谨慎对待，特别是对消防设施、
灭火器材、用电、取暖设备等进行仔
细排查，出门时更要留意关闭所有
电器、电源，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冬天冰雪天气多、路面都会湿
滑难行，这种天气对刚拿到驾驶证
不久的新手朋友们是一个极大的挑
战。下面就结合冬季冰雪路面实际
情况给大家一些建议。

露天停放的车辆，起步后应缓
速加油，低速行驶一段距离，待发动
机温度升高时再逐渐提高车速。冰
雪恶劣天气，道路被积雪覆盖，很多
路台、花坛等建筑物对于不熟悉路
况的朋友们都要格外注意，要跟随
前车的轮胎印前进。如果在车辆较
少的乡村路面行驶，最好在路幅靠
近中间的位置。平时喜欢绕近路的

朋友最好还是走大马路，车辆碾压
较多的情况路面也就没那么湿滑。

要注意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
留出充分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
车距应保持在两至三倍，冰雪路面
打滑时，要缓慢转动方向盘，匀速通
过，避免突然打冷舵，否则容易造成
车体失控。在冰雪路面行车，使用
制动一定要谨慎。可采取点制动降
低速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必要时
可以灵活运用手制动，防止制动造
成车辆侧滑或甩尾。冰雪天气虽然
不利于驾驶，但只要小心谨慎，做好
提前准备就可以安全出行了。

冰雪路面别“撒欢”

冬季防火安全要随行

冬季的到来，各种
安全隐患也随之“浮出

水面”。近几年，冬季安全事故频繁
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成为人们关注
的热点话题。要确保冬季居家、出
行安全，就要追根溯源，探究安全事
故发生的深层原因。

从众多安全事故的引发因素来
看，多数安全事故是由于疏忽大意、
风险意识淡薄等因素造成的，比如，
煤气中毒、雪天追尾、居民楼火灾等
事故的发生。安全警钟年年敲，却
年年都有安全事故发生，其主要原
因就是安全意识薄弱。

古语云：祸患积于忽微。因此，
在安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要杜
绝丝毫的麻痹大意。血淋淋的教训
警示我们：安全无小事、警钟要长
鸣，在安全问题上绝不能存在任何

侥幸心理。必须增强谨小慎微的责
任意识，注重从一些日常行为的表
象发现和解决生活中的安全隐患。
要从细微处抓起，把安全隐患消灭
在萌芽状态。不要因为思想上的一
时“走神”、行动上的些许闪失为安
全埋下隐患。

生命只有一次，重视安全问题、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就是珍惜和善待
生命的有效途径，更是保障美好生
活的基础。也许很多事故并没有降
临到我们头上，会让我们产生侥幸
心理。但反观身边因疏忽大意造成
的种种灾难和损失，就是在反复倾
诉安全意识的重要性。所以，我们
要时刻敲响安全警钟，提高自身安
全防范意识，杜绝侥幸心理，积极将
安全意识践行于日常，让安全意识
保障每一个家庭。

冬季安全要“警钟”长鸣
·评论·

随着冷空气来袭，各地都有可
能出现大雾及雾霾天气。大雾天气
一般都集中在太阳出来前这一时
段，对司机朋友来说，提早了解相关
信息对安全驾驶很有必要。

大雾天气开车必须控制好车
速，记者通过龙山区交警支队了解
到：雾天能见度低，最好保持车
距。一旦前车靠右停驶，切不可急
于超车，因为这时往往会有车辆从
对面驶来；如要超车，就要在中线
内行驶，轧线和越线行驶风险太
大；雾天会车时，要鸣笛，并将防雾
灯关闭，防止对面司机有炫目的感

觉；一旦对面的车辆速度比较快，
最好是减速礼让，或者是靠边停
车；如果会车时路两侧存在障碍
物，就要做出预判，控制好车速和
距离；遇到车辆鸣笛时，要立即回
应，以引起注意，并确定车辆的位
置。

大雾天气开车时，能见度特别
低，对刚刚上路的新司机来说影响
很大，需要格外认真，要开近光灯而
不是远光灯，远光灯照射出去的效
果反倒不好；要打开雾灯、尾灯和示
宽灯，这样既能增加可视距离，又能
让车辆和行人注意到你的车辆。

留意冰雪游玩“冷知识”

冬季出行“雾”必小心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随着冰雪旅游
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冰雪旅游队伍中。
辽源的冬天银装素裹、宛若仙境，让许多游客为之向
往。为了让游客体验更佳冬季旅游乐趣，旅途更加安
全、顺畅，广大游客需要注意冬季出行安全。除此之
外，随着冬季供暖，室内变得异常干燥，和高温天气一
样需要防燥。冬季的严寒还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
工作带来影响，如：火灾事故、交通事故和各类传染病
等。以下是根据冬季特点整理出的冬季安全事项相
关要点，提醒市民将安全防范意识时刻放在心上，筑
牢冬季安全的“防火墙”，能够和家人一起安全、健康
地享受银装素裹带来的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