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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双辽市消防救援
大队深入辖区学校开展消防
安全培训和逃生自救演练。
培训中，大队宣传员运用生
动的火灾案例讲述了校园
火灾发生的原因和火灾事

故造成的危害，随后,在大
队宣传人员的指导下，开展
了疏散演练，演练模拟教室
起火，学生们迅速捂住口鼻，
弯腰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和安
全出口逃生。 /郝文冬

双辽市消防救援大队
深入辖区学校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演练

近日，双辽市消防救援
大队组织召开各乡（镇）街消
防救援委员会消防工作培
训会，健全消防救援委员会
体系，提升派驻联络员能力
水平。会议再次从人员分
工、工作职责、日常管理等

方面规范制度进行了强调
部署。会议强调派驻联络
员要充分认清自身职责任
务，加强各项规章制度的学
习，开展工作的同时，要遵
守单位制定的各项规章制
度。 /郝文冬

双辽市消防救援大队
组织召开消防工作培训会

近日，双辽市消防救援
大队深入辖区启蒙幼儿园开
展消防服务指导，及时消除
火灾隐患。检查过程中，大队
检查人员重点对幼儿园疏散
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电

气线路敷设是否符合规定等
情况进行了逐一检查。对于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与
幼儿园管理人员进行了交流，
针对如何整改存在的问题提出
合理化工作建议。 /郝文冬

双辽市消防救援大队
深入辖区幼儿园开展消防服务指导

近日，双辽市消防救援
大队组织召开社区消防工
作推进会。全市各社区负
责人及消防工作人员参加
会议。会上，大队监督员
结合当前工作实际，对社
区消防工作职责进行明

确。同时，对社区消防安
全工作检查要点和注意事
项进行了讲解。并加大宣
传力度，利用橱窗、板报等
方式，宣传普及消防知识，
提高居民群众消防安全意
识。 /郝文冬

双辽市消防救援大队
召开社区消防工作推进会

近日，双辽市消防救
援大队深入辖区电影院开
展消防安全服务指导，严
防火灾事故发生。大队监
督检查人员重点对影院安
全出口是否畅通，灭火器
材是否能够正常使用，电

器线路的铺设是否符合要
求等进行了检查。针对服
务指导中发现的问题，大
队监督员要求相关工作人
员一定要高度重视，制定
整改措施，严格消除火灾
隐患。 /郝文冬

双辽市消防救援大队
上门服务指导辖区电影院消防安全工作

南通公司一车队于近日
在重庆路等重要路口集中举
办了“礼让斑马线公交在行
动”——公交车礼让斑马线
推动日活动，督导公交驾驶
员模范执行各项安全文明行
车规范，并采取多种形式向
市民宣传推介绿色文明出
行。自开展礼让斑马线以
来，南通公司一车队持续开
展了“礼在公交，让出文明，
公交车礼让斑马线”活动，并
举行了主题宣传活动，已将
此项活动常态化。通过主题

教育、公益宣传、测速检查等
形式，督导驾驶人员自觉遵
守交通法律法规和各项安全
行车规定，弘扬停车不越线、
礼让斑马线的文明行车风
尚。一车队围绕“绿色出行，
从身边做起”主题，在重点线
路、站点和路口组织安全管
理人员、公交驾驶员和青年
志愿者参与维护路口交通秩
序，设立推动日活动宣传台，
教育全体公交员工自觉文明
礼让，带头践行绿色交通、礼
让守序。

长春公交集团南通公司一车队
开展公交车礼让斑马线推动日活动

10月22日上午，长春
公交南通公司61路车队结
合近期工作安排，组织车队
管理人员、驾驶员20余人
在车队会议室召开“倡导文
明，摒弃陋习”为主题的交
通安全文明教育培训会。
车队营运队长、安全员向参
会人员详细讲解了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秋季行车
安全知识和注意事项、道路
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与处
罚标准等，教育广大驾驶员
养成安全文明出行的良好
习惯，倡导文明交通行为、

摒弃交通陋习、坚决抵制危
险驾驶行为，自觉遵守交通
法律法规，维护城区交通秩
序，做文明交通的名片。通
过安全文明教育培训，参会
的驾驶员对交通安全的重
要性有了新的认识，纷纷表
态在今后的驾驶过程中一
定遵章守法，不乱停乱放、
不随意闯红灯、不随意变道
行驶、自觉告别驾驶陋习，
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做一个
安全驾驶、文明行车的驾驶
员，做一个懂交规、尊交规的
合格驾驶员。

长春公交南通公司61路车队
召开驾驶员交通安全文明教育培训会

10月20日，长春的最高温度还是
21℃，不过一夜之间就急转直下，随
着冷空气的造访，风雨降温天气也随
之而来。

21日早上的一场小雨，打乱了人
们的生活节奏，给大家的生活和出行
带来了不小的影响，随着冷空气自西
向东推进，22日冷空气继续发力，全
省气温再降一个新台阶。22日05时
较21日05时我省吉林中西部部分地
区降幅达12～18℃，省会长春21日
05时实况温度14.7℃，22日05时实况
温度-0.9℃，15℃的温差着实让人有
点受不了

22日午后到23日白天全省多云
转晴，23日夜间到24日白天全省晴，
24日夜间到25日白天，全省晴有时
多云。

22日夜间辽源地区最低气温为-
7℃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6～-
2℃。23日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
气温为6～9℃，长春市22日夜间最低

气温-4℃，23日白天最高气温7℃。
预计22日午后到23日白天，全省

大部分地区有3～4级偏北风，白城、
松原中西部、四平西部、通化东南部、

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区火险气象
等级为3级，其它地区火险气象等级
为2级。/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蒋盛松 摄

“再过两天，今年的秋菜上市就
结束了，我也该回家了，20多天了，真
有点儿想家……”来自公主岭市怀德
镇的菜农李先生边卖菜边笑着说。

22日，距离秋菜上市结束还有3
天时间，长春市各秋菜销售点位的秋
菜销售也接近尾声。很多菜农表示，
今年秋菜的销售情况非常好，现在秋
菜几乎已卖光，希望市民们快些购
买，同时还表示，明年还要来长春市
内卖秋菜，为市民提供更好、更充足
的蔬菜供应。

踏查>>
菜农称秋菜只剩白菜
上市结束可卖完

22日上午，在长春市朝阳区长庆
街与义和路交会处一秋菜销售点，菜
农李先生站在一大堆白菜面前，招揽
着前来购菜的市民。

“两元一棵大白菜，五元三棵，便
宜卖了……”李先生回答着市民的询
价。记者注意到，在这个秋菜销售点
儿，仅剩下大白菜了，大葱、大萝卜、
胡萝卜等秋菜已卖完了。

李先生说，从10月1日开始，他
就从老家怀德来到了长春市，他用自
家的货车拉来了要卖的白菜、土豆，
大葱、大萝卜、胡萝卜等秋菜。今年
的秋菜价格不算高，他的秋菜质量不
错，因此卖得很好。

“我来长春市卖秋菜，每天就吃
住在自家的货车里，一呆就是20多
天，有点想家了。现在，只有大白菜
没有卖完，其他都已卖光，估计到
25号结束，我的大白菜也能卖完！”
李先生表示，长春市民的购秋菜热
情非常高，他准备明年还来长春卖
秋菜。

指南>>
买回的秋菜如何储存

秋菜应该如何储存，才能保质保
鲜，过上一个不愁吃不愁喝的冬天
呢？相关专家给出了解答。

大白菜：既要通风，又要保持一
定的温度

大白菜在储存前要晾晒，但晾晒
要适度，识别的方法是把菜直立，外
叶垂而不折。储存白菜时要注意防
热、防冻。储存大白菜的地方，既要
通风，又要保持一定的温度。冬季储
藏场所最低气温不低于零下6℃，最
适宜温度为 0℃，空气相对湿度
85%—90%为宜。大白菜储存时间
长了，有的易腐烂变质，要及时挑出
病菜，以免使群菜生病、腐烂。

土豆：放在黑暗角落，别受光线
照射

土豆不易烂，但长时间储藏会发
芽、变青，吃起来口感不好，还会中
毒。因此储藏土豆要注意不应使土
豆受到光线照射，要将其放在黑暗的
角落，否则土豆受光线照射后表皮会
变绿，食用后会中毒。土豆应在2℃

至零下4℃的环境下储存。
萝卜：可装入聚乙烯塑料袋中密封
萝卜储藏时，对湿度要求比较

高。常见的埋藏、窖藏等方法因场所
等条件限制已不适宜城市居民。城
市居民可采用简易气调法储藏萝
卜。在储藏前先将萝卜晾晒1天，待
外界气温降至1℃至2℃时，将萝卜装
入聚乙烯塑料袋中密封。应该注意
的是，温度波动太大时，聚乙烯塑料
袋内层会出现凝结水，这会引起萝卜
腐烂，此时应及时检查更换塑料袋。
也可白天将萝卜扎起来，晚上打开，
这样萝卜存放很长时间也不会糠。

大葱：可编起来，根朝下放在阴
暗处

大葱是最不怕冻的。保存前要
先将葱叶晒蔫，晾晒三四天等叶子蔫
了就可以把大葱编起来，根朝下放在
阳台的阴暗处。切忌沾水受潮，以免
腐烂。太干燥也不好，大葱会干瘪变
空。天冷上冻后，千万不要乱动捆好
的大葱，以免外力挤压使细胞间隙中
的冰粒压破细胞，造成腐烂。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
道 摄

进入供热期后，待在室内有暖气
取暖，可外出时可怎么办？记者从长
春公共交通部门了解到，当室外温度
降至0℃以下时，公交车上的暖车厢
设施将会启动，为市民出行提供温
暖、舒适的出行环境。

“公交车上老年乘客特别多，为
给大家提供温暖的乘车环境，有的

车队已提前开启车内暖风，现在车
厢里可以保持 20℃左右，十分舒
适。”长春公交集团工作人员说，除
了开启暖风，部分车队还提前用大
绒布包裹了车内扶手、把杆，让站着
的乘客也感受到温暖。因为现在气
温不是特别低，暖风并不是一直开
着。驾驶员会根据气温情况随时开

启暖风设备。
同时，记者也从长春轨道交通集

团获悉，长春轻轨的供暖系统也已经
维修保养完毕，一旦出现寒冷天气，
立即启动供暖，为广大乘客营造一个
温暖舒适的乘车环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我省迎来换季式降温
最低温降至冰点以下

长春市昨夜最低气温-4℃，今天白天最高气温7℃

长春公共交通即将开启供暖模式

2020年长春市秋菜销售接近尾声

20多天吃住在车内 菜农笑称明年还要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