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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心！又有窨井害人。
几天前，重庆市綦江区一小区内，

一名12岁的男孩掉进窨井中，因伤势严
重不幸离世。据媒体报道，事发窨井有
10 多米深，无井盖防护。遇难的孩子晚
间在附近玩耍，不慎掉入，发生悲剧。

本该盖严的窨井，竟然成了害人的
“黑洞”。城市之中，窨井数量众多，有的
年代久远、位置偏僻，缺少防护的井口
还容易被野草或杂物遮挡，存在很大的
安全隐患。近年来，窨井害人事故时有
发生，大多因为无井盖或者井盖破损没
有被及时发现、处理。这折射出一些城
市精细化治理水平亟待提高的问题，究
其原因，有权属责任不明晰、巡查维护
不到位、安全管理机制不完善等。

小小井盖，直接关乎群众生命安全。为避免窨井害
人的事件再发生，每个城市都要以高度的责任心，提升
治理水平，对症下药，医治顽疾。

要明确管理责任。窨井不但数量众多，种类也很繁
杂，其权属、管理、监督往往分散在不同职能部门和管
理主体中。因此，必须结合功能和地域清晰划分责任归
属。只有责任明确，才能督促各单位建立和完善窨井盖
处置机制。要强调的是，物业服务企业根据业主的委
托，管理建筑区划内的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应当包括
小区窨井。物业服务企业应当负责小区窨井的日常维
护、检查和维修工作，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安全使用。

要加强巡查维护。管理主体要承担起管理责任。落
实责任要靠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地巡查、维护。要建立
起统一的巡管机制，安排专人专岗，定期定点对窨井进
行经常性的检查，及时发现并解决井盖缺失、损坏、凸
起、下陷等问题。一些废弃窨井应及时回填，避免对行
人造成风险。

此外，还可以尝试利用新技术补齐管理的短板。过去，
一些偏僻的窨井盖被盗或缺损，仅靠人力巡查很难及时发
现。现在，可以利用智能化技术对井盖进行改造，如加装监
控预警装置，结合智能终端平台实时关注井盖的状态和去
向，一旦缺损马上预警，帮助管理人员快速处置。

安全无小事。期待更多地方重视窨井风险并行动
起来，守护好群众“脚底下的安全”，让城市成为大家安
心、放心的幸福家园。 (转自《人民日报》）

突发强降雨可能带来山体崩塌、
内涝等次生灾害，给群众的生命安全
带来威胁。“夏季暴雨常伴随强雷电、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易引发城市内涝、
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长沙市岳
麓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陈冶介
绍，暴雨来袭时，若在户外，最好尽快
到室内、牢固建筑物或地势较高处躲
避，避免在桥下、涵洞、地下通道等低
洼处停留，特别是要避开水库、山坡下
方。如果在山区遇山洪或泥石流，立即
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高处逃生，如山

脊、山坡，不要顺河谷或低洼处跑。除
此之外，夏季暴雨前常伴有雷暴发生，
陈冶提醒，雷电来临时不要在空旷场
地奔跑，避免成为“制高点”；不要躲在
大树、塔吊、广告牌下，需视情关闭手
机、耳机等电子设备，不接触金属物
品，如雨伞骨架、栏杆等，非必要不在
户外使用电器，避免引雷。

平时应做好居家防护。“地势较低
的房屋，不能忽视内涝带来的安全风
险。”陈冶说，降雨前要检查门窗密封性
能，用沙袋、防水挡板堵住门口、阳台地

漏，避免雨水流入室内。低层住户可将
家具、电器垫高，将重要文件、贵重物品
随人转移至高处。另外，切坡建房区域，
日常需重点排查滑坡等风险隐患，雨季
尤其要提升关注度。“目前，很多村、社
区普遍建立了紧急避难所，要尽可能知
道避难所位置，方便转移。有条件的还
可以准备手电筒、充电宝、急救包、饮用
水、干粮等，确保停电时能维持基本需
求。”陈冶表示。

“若被积水围困，及时拨打 119、110
求助，并用鲜艳衣物或信号工具发出求
救信号，等待救援。”陈冶建议，若车辆在
水中熄火，要果断打开车门逃生，切勿滞
留车内；若车门无法打开，可用安全锤或
坚硬锐利物体敲击车窗玻璃四角破窗逃
出，或从天窗逃出。 (转自《人民日报》）

■服务窗·夏季安全指南

夏季多雨，这些安全隐患要留意
《人民日报》记者 申智林

夏季多雨，虽然带来清凉，但也暗藏多重健康与安全风
险。

蹚水后突发高烧、小腿红肿，可能是感染了“丹毒”；校
园内外积水，暗藏溺水危机，老旧校舍存在垮塌风险；山洪、
内涝等可能带来险情……面对这些潜在风险，科学防范与
系统应对至关重要。

个人健康

当心蹚蹚水染“丹毒”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李芳芳

介绍，暴雨会导致部分路段积水，蹚水通过可能潜藏健康风
险，引发“丹毒”。

“直白地说，‘丹毒’就是皮肤发炎的升级版。”李芳芳告
诉记者，它通常是因为β —溶血性链球菌钻进了皮肤上一
些小伤口产生细菌感染，进而导致的皮肤红肿、发热、疼痛，
严重时会起水疱、发烧。从表面特征看，皮肤像被烫伤一样，
红彤彤一片，边界还特别明显，摸上去又烫又疼。

“脚气抓破皮、抠烂的蚊子包，甚至脚后跟自然干裂的
口子等，都有可能成为细菌入侵的目标。”李芳芳说。

“一旦怀疑患上‘丹毒’，务必及时就医。”李芳芳表示，
“医生通常会根据病情开具口服或静脉注射的抗生素进行
规范、足疗程的治疗，切勿自行处理或拖延，以免感染扩散，
引发更严重的并发症，如蜂窝织炎、败血症等；治疗期间需
要充分休息，抬高患肢以减轻肿胀，并严格遵医嘱用药。”

面对“丹毒”感染风险，李芳芳提醒：皮肤有伤口时，千
万注意远离脏水。患有脚气、湿疹或者腿部有伤口没愈合
时，蹚水几乎就等于给细菌“开门”。如果无法避免，蹚水后
记得立刻做 3件事：用清水冲洗腿脚，尤其是脚趾缝隙；冲
洗后擦干涂保湿霜，防止皮肤干裂；有破皮的地方，用碘伏
消毒。

“多雨季节，闷湿环境也利于真菌滋生。除‘丹毒’外，脚
气、灰指甲、湿疹、皮炎等皮肤问题也容易复发，敏感人群要
特别注意防护。”李芳芳说。

因此，多雨时节需要特别注意衣物干燥。“穿着未彻底
干透甚至带有潮气的衣物，尤其是内衣裤、袜子，会持续刺
激皮肤，破坏皮肤屏障功能，为真菌和细菌滋生提供温床，
极易诱发或加重湿疹、体癣、股癣等皮肤问题。”李芳芳建
议，使用烘干、除湿设备，或借助风扇通风、延长晾晒时间
等，确保衣物彻底干燥；同时，多雨季节可多选择棉、麻等吸
湿透气性好的天然材质衣物，并在衣物潮湿时及时更换。

校园作为特殊场所，需格外警惕暴
雨带来的安全风险。一方面，校园内师
生人流密度大，一旦发生险情，可能导
致大规模人员受影响；另一方面，学生
群体尤其是中小学生，对风险的认知和
预判能力较弱，容易因好奇心或侥幸心
理接近危险区域，如积水处、受损建筑
等，自我保护意识不足。

湖南省邵阳市教育局学生安全风
险防范专家郑助锋说，防范暴雨带来的
校园安全风险，应对预案一定要覆盖校
园外与校园内两个方面，涉及日常教学
和非日常教学两个时段。“暑期来临，一
些学校仍对学生开放并提供文体设施
服务；部分社会兴办的校外兴趣培训机
构，也集中迎来学生学习，两者都需要
视同校园环境，一体强化安全管理。”郑
助锋说。

如学校地势较低、排水系统不畅，

短时集中的降水可能会造成校园及周
边严重积水。洪水淹没校园操场、地下
室、低洼通道，或使上下学道路包括临
近区域成为涉水洪区，极易发生学生溺
水。郑助锋说，“学生对风险认知不足，
也容易受好奇心驱使接近暴雨形成的
积水区域，这给降雨天气的学生安全管
理带来更多挑战，需要严肃应对。”

“涉水行走对学生来说安全风险极
大。”郑助锋说，积水区会掩盖下水道入
口，井盖松动或被人为打开，就成为隐
形的陷阱，稍有不慎，有可能引发溺水
事故；城乡部分路段还可能因为积水浸
泡冲刷形成塌陷区。

积水淹没配电设施、裸露电线受
潮、电器设备漏电等，可能引发触电风
险。学生上学、放学途中，不能冒险通过
涉水区；不要轻易触碰电线杆、公交站、
灯箱广告牌等。

郑助锋提醒，分管学生安全的工作
人员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及时启
动应急预案。险情发生后，学校应及时
通知家长到校接应学生。同时，全面排
查校园外重点场所，护学岗覆盖到主要
低洼路段、桥梁涵洞、河道周边，保障全
体学生平安返回家中。

另外，尽管目前教育基建水平已实
现很大提升，但部分山区学校、城区老
校还存在新旧校舍并用情形。一些老校
舍建筑年代久远，雨水过度冲刷，建筑
屋顶渗漏、墙体开裂甚至局部坍塌的风
险仍不容忽视。此外，暴雨及大风天气
引发的屋面、窗户高空坠物，或者树枝
折损掉落，临时建筑（停车棚、遮阳棚）
抗风雨能力不足导致的垮塌，都可能引
发群死群伤事故，在校园安全管理过程
中，一方面需要加强重点巡查，定期加
固，另一方面，也需要常态化做好风险
示警。

除此之外，暴雨天气，地面湿滑，容
易导致摔伤；高海拔山区学校，可能出
现大雾，能见度低影响交通出行，有校
车的学校需要特别注意。

校园安全

防范积水带来的危险

灾害应急

山洪内涝科学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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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

为避免窨井害人的事件再
发生，每个城市都要以高度的责
任心，守护好群众“脚底下的安
全”，让城市成为大家安心、放心
的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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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沧桑的思绪历经沧桑的思绪，，
迸发着迸发着辽源辽源
进军现代都市的华丽音符……进军现代都市的华丽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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