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魏薇 通讯
员 胡龙珠 文/摄）6 月是第 23 个
全国“安全生产月”，为进一步提升
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卫勤保障水平和
应急救护能力，受山西省消防救援
总队邀请，省红十字会红十字应急
救护培训走进山西消防，传授应急

救护知识。截至 6 月 28 日，省红十
字应急救护队员已为我省消防救援
队伍举办了 1期红十字救护师资培
训和 2期救护员培训。

培训过程中，省红十字会培训老
师通过理论授课、实操练习、场景演
练、试讲考核等多种形式，重点围绕

应急救护基本知识、心肺复苏、创伤
救护理论及操作练习、气道异物梗
阻、心理救援等救护内容授课。经过
系统培训和严格的笔试实操考核，参
加培训的消防指战员中，50余人获得
救护师资，取得应急救护培训授课资
质，120余人取得了救护员证书，具备
了常见急症、意外伤害、突发事件的
处置和救助能力。“这次培训不但学
到心肺复苏、食道异物梗阻、淹溺的
紧急救助，更学到了应急状态下救命
的方法，便于日后能更好地守护群众
生命安全。”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培训
不仅有丰富的理论课程，还有实战演
练，实践性和操作性都很强。

此次“火焰蓝”与“急救红”的梦
幻联动，有助于全面优化和增强消
防救援力量。省消防救援总队通过
培训、考核选拔出的优秀救护员，实
现了向“救护师资”的转变。双方的
合作现已形成长效运行机制，省红
十字会依托省政府民生实事AED项
目，为消防系统配置了急救设备
AED并且扩大急救人员培训的覆盖
面，共筑生命健康守护墙。

学员们正在实操应急救助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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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韩睿 通讯员 闫
娜妮）居民楼下的露天台阶没有扶手，
老人孩子上下楼存在安全隐患。6月30
日，两位老党员打算出资安装，不料辖
区爱心商家闻讯后免费进行了安装，这
种爱心传递的温暖感染着每一个人。

当天上午，半坡西街社区商户优
瑟门窗店的老板和工人紧张忙碌地焊
接着钢板，但他们这次承接的不是自
己店内的生意，而是义务为居民楼下

的台阶安装扶手。原来，半坡西街 15
号楼下的露天台阶使用率很高，但是
缺乏保护措施，老人和孩子上下楼存
在安全隐患。该楼住户、老党员李香
梅、曹桂枝决定一起出钱，为台阶装上
扶手，为居民们杜绝这个隐患。于是，
两人找到做门窗的项师傅，说明了意
图。

不料项师傅婉拒了老人付费的意
愿并表示:“我在咱们半坡西街做生意

20 多年了，这次不用你们花钱，我义
务给大家安装吧，就算是给楼里的大
爷大妈帮个忙。”曹阿姨、李阿姨闻讯
后感动不已，连连道谢。

经过项师傅等人一上午辛苦劳
作，居民楼台阶上有了崭新的扶手，从
这里经过的居民们纷纷表示感谢：“这

个扶手不仅大大提高了安全系数，而
且方便了大家出行。”社区主任石冰表
示，无论是老党员曹桂枝、李香梅还是
爱心商户项正平，其言行都是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范，他们的热
心、爱心和责任感，为辖区创造了积极
向上、团结互助的良好氛围。

免费安装扶手 惠及全楼居民

传授救护技能 强化救援能力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
员 娄轩）“刷单前问问自己，动动手
指就能赚到钱，这种好事为啥能轮到
我？”“炒股导师那么厉害，他为什么
不自己闷声发大财？”为提高工人反
诈防骗意识，6月 27日，娄烦县公安
局城关派出所联合刑侦大队，将反诈
宣传课堂“搬”进建筑工地，为工友们
戴好“反诈安全帽”。

“网聊时多问问自己，仅凭人格
魅力就让别人为你倾倒？带你赚
钱？”“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大家出来
赚钱不容易，如果接到来历不明的电

话，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息，更不要
轻易向陌生人转账汇款。”宣传现场，
民警、辅警结合近期以来工地发生的
典型诈骗案例，为辖区建筑工地 200
余名工人讲解了网络投资、网络赌
博、兼职刷单、交友裸聊等多种诈骗
手段，揭秘了其中的诈骗套路，传授
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技巧，提醒大家
增强防骗意识、掌握防范常识，保护
好自己的“血汗钱”。

民警、辅警还手把手指导工人下
载使用“国家反诈中心”App，打开预
警功能，保障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

同时，温馨提醒大家不要将个人资
料、银行卡号、二维码、短信验证码等
信息告知他人，不出租出借银行账
户、电话卡，遇可疑情况和疑似诈骗
电话要向公安机关或金融机构核实，
如遭受损失及时报警。

“以前收到陌生短信、投资理财
电话，有时候真的有点心痒痒……”
工友们表示，民警上门送反诈知识，
让他们受益匪浅，以后肯定不会轻
易上当受骗。

本报讯（记者 李涛 通讯员
杜丽萍）老年人申请高龄津贴，是现阶
段各社区一项重点工作。为方便居
民，晋祠路社区推出上门填表、拍照
服务，老人无需出门即可办妥。截至
6月 30日，已有 65名老年人享受到这
个便民举措。

网格员充分利用大数据，利用赋
能平台，对于辖区户籍地新增和转出
高龄老人及时电话联系或上门入户核
对信息，建立高龄老人信息台账，确
保不漏一人、不错一人，确保领取高
龄津贴人员的准确性。

“李爷爷，您把证件准备好，我上
门帮您填表。”“邢奶奶，您在家等着
就行，我马上过来给您拍照。”网格员
对照台账，逐一登门，帮老人复印相
关资料，耐心细致地填写申报表，确
保每位高龄老人都能享受到政府关爱
政策，把惠民政策落实、落细。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男子李某，
不仅在绕城高速迎西收费站匝道上压
线行驶，还在未观察后车的情况下掉
头，结果引发事故。山西高速交警一支
队6月30日通报相关情况，李某负事故
的全部责任。

6 月 24 日，山西高速交警一支队
四大队接到报警称，绕城高速迎西收
费站匝道上，一辆别克轿车与一辆宝
马轿车发生碰撞。接到报警后，民警
很快赶到现场，通过询问双方驾驶人、
调取行车记录，还原事发经过。原来，
别克车驾驶人李某，不仅在匝道上压
线行驶，还在未开启转向灯、未观察后
方车辆的情况下调头，结果与正常行
驶的宝马车相撞。交警认定，别克车
驾驶人李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高速交警提醒，掉头时要提前开
启转向灯，并观察后方来车情况，如
没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应放弃掉头，
谨防发生剐蹭、碰撞事故。

匝道任性掉头
承担事故全责

学习反诈知识 增强防骗意识

上门贴心服务
温暖高龄老人 本报讯（记者 于健）家住万科

蓝山的王大爷，不管温度有多高，都
不开空调，说是怕膝关节着凉。6月
27日，王大爷突然感觉浑身无力，头
晕目眩，家人立刻把他送到了中化
二建集团医院治疗。最终，王大爷
被诊断为中暑，医生告诉其家人：

“在高温天气下，老年人不开空调反
而容易中暑。”

据介绍，在高温天气下，老年人
对温度调节的能力较差，容易导致
体内热量聚集，发生中暑后，老年人
不会有体温急剧升高的表现，不易
被发现中暑，从而耽误治疗。

急诊医生建议，高温天气，老
年人应将室温保持在 26℃ 至 28℃
之间，保持室内舒适凉爽。怕受凉
的老年人，可以在膝关节和腰部进

行局部保暖。此外，老年人应定时
饮水，不要等到口渴时再喝，补充
水分可以选用温开水或淡盐水。
当出现口渴、四肢无力等症状时，
应及时就医。

高温不开空调 当心室内中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