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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蜂活跃频频扰民 消防出动清除蜂窝

四十多天接警269起
夏秋之交，马蜂进入一年中最

疯狂的时期，筑窝速度快，攻击能力
强，容易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影响。
为帮助清除这些烦人的马蜂和马蜂
窝，我市消防救援人员频频出动，确
保相关单位以及居民的正常生产生
活不受影响。

8 月 17 日上午，坞城南路山西工商学院发
现多处马蜂窝，即将迎来开学季，马蜂可能会对
师生们的正常生活学习造成影响。校方报警求
助，康宁消防救援站立即到场处置。

消防站指战员到学校后发现，可能是由于
校园环境好，该校园里的马蜂窝非常多，有的筑
巢在办公室窗户外，有的“安家”在大楼外的顶
灯里，高低不同，位置不同，大小不同。

在一间办公室窗户外，两名消防员身着防
蜂服，用预先准备好“灭害灵”对准马蜂窝猛烈

“进攻”，马蜂疯狂地往外飞，四散而逃。在确定
没有马蜂后，再把马蜂窝摘下装入编织袋。

在该校尚学楼一层的顶灯里，消防员发现
了更多的马蜂窝，藏在一个个灯罩里，高高在
上，难以触及。消防员用一根长杆逐个击破。

一处接一处，一个又一个。当天上午，消防
救援人员在校园里一共摘除了 40 多个大大小
小的马蜂窝。

“多到无法共处，只能被迫消除，要不对师
生们都有影响。这下学校就安宁了。”在学校老
师们的眼里，这些疯狂筑巢的马蜂，已经成了校
园一害。

白家庄街道官地医院，
马蜂筑巢 1米余……

西铭 412 小区一住户
家，马蜂筑巢排烟筒内……

南寒街道千禧街，马蜂
筑巢排烟道……

清徐智诚御水湾，马蜂
沿着排烟道从室外“住”进
了室内……

记者从市消防救援支
队了解到，从今年 7 月 1 日
至 8月 17日，我市消防救援
部门共接到关于马蜂窝的
求助类警情 269 起，且近期
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接到
求助后，消防救援部门不论
位置，不说地形，不推脱，不
拖延，快出警，快处置，得到
了广大市民的一致赞赏。

目前，消防救援人员对
付马蜂窝，普遍采用的有 4
种方法，分别是“套袋法”

“水击法”“火攻法”和“毒杀
法”。

套袋法适用于用手可
直接接触到的马蜂窝，消防
员穿好防护服，直接用袋子
套住，将之一“袋”打尽。水
击法适用于位置较高的马
蜂窝，消防员用高压水枪真
接将之打掉，再进行后续处
置。火攻法适用于位置较
特殊的马蜂窝，除必要防护
外，还要注意防火。毒杀法
是将杀虫剂喷洒在马蜂窝
上，由于马蜂对大部分杀虫
剂比较敏感，故此方法有
效。

为何城市中的马蜂窝
越来越多？消防救援人员
认为，总体而言，是城市环
境变好的结果。具体来说，
马蜂吃昆虫尸体，也喜欢甜
食，城市树木花草增多，为
马蜂提供了丰富的昆虫食
物，垃圾堆里更有适合马蜂
吃的甜食类生活垃圾。所

以，住宅区对马蜂来说简直
就是“天堂”，这里吃喝不
愁，它们自然会选择居民区
筑巢繁殖。另外，住宅区的
阳台、屋檐和排烟道等位
置，通风透气，遮光挡雨，十
分适宜马蜂居住和繁殖，成
了它们筑巢的首选目标。

发现马蜂窝该怎么办？
消防救援人员提示，发现马蜂
窝后最好不要擅自行动，尤其
是不要在没有防护的情况捅
马蜂窝。如果发现有影响自
己生活的马蜂窝，可准备一瓶
灭害灵之类的杀虫剂，以防马

蜂攻击。最好穿戴浅色、光滑
的衣物，因为蜂类的视觉系统
对浅色非常敏感，不敢轻易攻
击。万一不小心捅了马蜂窝，
遭到攻击，可取衣物裹住头
部，蹲下身子。千万别回击，
不然马蜂会更加纠缠你。

一旦被马蜂蜇了怎么
办？马蜂毒性大，被它蜇伤会
感到火辣辣的疼。蜂类在蜇
人时将毒刺刺入人的皮肤，人
的受损部位会肿胀。与一般
蜜蜂酸性毒液不同，马蜂的毒
液是弱碱性，用肥皂水擦拭伤
口不但没有效果，还会加重疼
痛感。所以，一旦被马蜂蜇

伤，正确的做法是用小手帕或
者纱布蘸醋擦拭伤口，进行湿
敷。若疼痛得到缓解，没有其
他不良反应，则不必去医院。
如果出现大汗、心慌、胸闷等
症状，要立即到医院接受治
疗。
记 者 申 波
通讯员 闫男男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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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蛰后蘸醋擦5

本报讯（记者 张国英）8月 18日，公
安交警迎泽二大队在辖区开展安全守护
行动。民警依法查纠电动自行车骑行人
员不佩戴安全头盔、自行车骑行人员闯红
灯等行为，助推人们养成安全出行的习
惯。

记者在新建路桃园三巷附近看到，电
动自行车骑行人员大部分都能自觉遵守
交规，出行佩戴安全头盔，但也有未戴头
盔情况。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通
过新建路桃园三巷口的男子，被交警发现

未佩戴头盔。男子回应自己有头盔，因天
气炎热，所以放在车身后的工具箱里。民
警对他提出建议，安全第一，骑电动自行
车出行应该佩戴头盔。该男子不好意思，
马上取出头盔戴在头上。随后，又有一位
未戴头盔的男子出现，男子自称有头盔但
放在了家里。民警当场记录了他的联系
电话等信息，建议他将安全放在心上，下
次出门记得戴上。

民警表示，对出行未戴头盔的情况，
目前仍以宣传引导为主，记录当事人信息

后，他们将在三至五日内进行电话回访，
目的是增强群众佩戴头盔的安全意识，让
大家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

在巡查中，民警还发现数起自行车和
电动自行车闯红灯、在机动车道行驶的违
法行为。民警当场依法对当事人进行了
处罚。

民警提示，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骑电动自行车出行要佩戴安全头盔。同
时，还要严格按照交通指示灯通行，各行
其道，规范行驶，安全出行。

本报讯（记者 韩睿 通讯员 张小
红）8月 17日，家住坞城中路 68号院的吴
世珍老人到师范街社区，拿出自己收到的
一条短信，请社区工作人员核实真伪。经
查证，该信息为一条诈骗短信，立即向老
人说明情况，避免上当受骗。

当日上午，吴世珍老人找社区党支部
书记吴旭红，拿出手机展示自己 16 日晚
收到的一条短信说：“小吴，我昨晚收到了
这条短信，看着像诈骗短信，但又拿不准，
请你看看。”吴旭红看到，发来信息的是以

“800”开头的号码，该条短信自称社保中
心，短信下方还有电子链接，要求收到的
用户在线点击，办理电子社保卡。

吴旭红立即判断出这是条诈骗短信，
赶紧向老人说明情况，告诫千万不要点开
类似链接。为彻底搞清情况，吴旭红还致
电太原社保中心，求证此事，得到的答复
是：确系诈骗短信。如此，老人终于放心，
满意地离开。

随后，社区就此事在辖区各居民微信
群进行了转发，向大家广泛宣传，尤其提

醒老年人提高警惕。
据了解，师范街社区自3月份全面开展

防电信诈骗活动以来，通过逐户发放《致全
省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封信——树立防范意
识 守护财产安全》等宣传资料，逐户签署

“自觉防范和远离非法集资承诺书”等方式，
在全社区营造了浓厚的防电诈氛围。正是
由于社区不间断的宣传，许多像吴世珍一
样的老年人警惕性日渐提高，有任何疑问
首先向社区和民警求证核实，从而避免了
经济损失，让骗子无空可钻。

本报讯（记者 李晓琳）历经七个月
摸索“服务+保险”创新合作模式，8月 18
日，省洗涤行业与保险公司联合推出首个
定制化保险方案，从即日起，省内的干洗
店及相关企业洗衣房等均可投保。此保
险方案的上市对提升洗涤行业的安心生
产率，保障了行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起
到积极作用。

一直以来，由于洗涤行业从业者队伍

规模大、服务范围广，风险管控难度高等
原因，洗涤事故和安全生产一直是制约洗
涤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不仅消耗人力物
力，也影响行业有序发展，同时还影响着
消费满意度。为积极解决洗涤企业的后
顾之忧，助力我省洗涤行业健康发展，从
去年起，省洗涤行业协会积极与中国人寿
财险集团共同走访调研、问卷调查，针对
行业特点定制出台了山西省洗涤行业的

首个保险方案，为从业人员的生命财产安
全保驾护航。山西绿柠檬、山西班马、山
西洁尼卡等洗涤企业负责人对这个专属
保险方案的出台纷纷表示赞同。

“一场火灾，衣物尽毁；一件昂贵的衣
服洗坏，可能导致洗衣店破产……”省洗
涤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如果有这
份保险，再遇到类似意外事件后，可能风
险程度就会降到最低。”

街头查纠骑车人员 督促车主安全出行

老人收到“社保短信” 社区核实避免受骗

洗涤业首个定制化保险方案推出

本报讯（记者 郭晓华 文/摄）为加
强少年儿童党史学习教育，丰富少年儿童
暑假生活，8 月 16 日，北大街东社区开展

“红领巾学党史 共创全国文明城”的小志
愿者活动，辖区 40多名少年儿童参加了这
一活动。

活动开始前一天，社区通过微信群，发
布了活动通知。看到信息后，居民们纷纷
跟帖，认为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到时会带孩
子参加。社区工作人员没想到，统计下来，
竟然有 40多名儿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

8 月 16 日下午，40 多名少年儿童来到
北大街东社区活动室。社区工作人员首先
给孩子们播放了建党百年的专题视频。之
后，社区工作人员组织这些小志愿者来到
小区和街道。清理小广告、捡烟头、清理绿
化带垃圾……孩子们分组进行，十分卖
力。虽然天气炎热，小志愿者们的热情不
减，很快便将分配的区域打扫干净。“通过
自己的劳动，看到周围的环境变得越来越
好，累一些也值得。”一名小志愿者擦着汗
兴奋地说。

社区组织暑假活动
小志愿者助力创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