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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蛟河市消防救援
大队天津街消防站组织全
体指战员熟悉操作水域救
援器材装备，共同学习了水
域救援相关知识。检查期
间，指战员首先对车辆器材
装备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器
材装备处于良好的战备状
态。随后对救生衣、救生抛
投器、破拆工具、水上安全
腰带等水域救援装备进行
集体清检，将有问题的装备
一一清理出来，进行维修或

更新。通过开展此次水域
救援装备器材检查和学习，
增强了指战员对水域救援
器材装备的熟悉了解，强
化了对器材装备的掌握能
力，进一步提高队伍水域
救援作战能力，为应对突
发天气下进行救援打下坚
实稳定的作战基础。在下
一步工作中，队站将加强
对辖区内河流水域情况的
熟悉了解，全力提升水域救
援专业处置能力。 ／马剑

蛟河市消防救援大队天津街站
开展水域救援装备检测学习

今日长春最高气温31℃

温度方面，16日白天到夜间最高
气温，全省大部30～32℃，最低气温
白山19℃左右，其他地区21～23℃；
长春市最高气温 31℃，最低气温
23℃，中西部地区有3～4级偏南风，
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17日白
天到夜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 29～
31℃，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24℃；
长春市最高气温 31℃，最低气温
22℃，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南风。
长春市气象部门昨日发布的信息显
示，今起未来十天，长春将连续保持

30℃以上高温天气。

多喝水，适当补充盐分

提醒广大市民，高温闷热天气应
注意“抵挡暑湿”。天气炎热出汗较
多，易使人食欲不振，引起消化道疾
病。大家应该多喝水，适当补充盐
分，尽量避免少吃辛辣食物和油腻
食品。冷饮、冰镇水果是夏天的最
爱，但寒凉的食物会损伤脾胃阳气，
使肠胃功能受损，湿气内生，不宜贪
食。从冰箱取出的食物切勿直接食
用，应放置几分钟之后再食用，平时
的饮食中可以多一些天然清热解暑

的食材，如：冬瓜、绿豆、丝瓜、茄子、
西瓜、莲藕等。

水果、蔬菜等新鲜绿色食品，在食
用前最好以流动水冲洗，婴幼儿的食
物尽量不隔夜食用，因为乳制品可在
短时间内变质，婴幼儿的用具也应勤
清洗，防止细菌的滋生。

另外，夏天有些人喜欢冲凉，其实
这样做会使毛细血管收缩，不利于热量
散发。正确的做法是用温水洗澡。建
议大家，蒸笼天少出门，不在潮湿之地
久留，更不要贪图凉快，坐卧在地。高
温天气用空调也要预防伤风感冒。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车水马龙，烈日灼人。酷暑之下
的长春街头，随处可见挥洒汗水的市
政工人，为确保道路畅通，他们顾不上
高温带来的“烧烤”，一锹一镐地奋战，
让市区道路恢复了“原貌”。

上午10点刚过，气温就已告别凉
爽，在多数人享受空调、躲避高温时，
位于前进大街与火炬路附近的路面翻
修正在紧张进行中。身穿橘色的马
甲，手拿锹镐、电锤，此时市政工人的
工作服都湿透了。

“入伏后都是桑拿天，一天活干下
来，贴身的衣服都会起一层‘盐花’。”
市政工人张师傅告诉记者，由于沥青
混凝土温度敏感性高软化等级达100
多摄氏度，如果气温太低，温度下降太
快沥青容易凝结，所以夏季高温是最
好的施工时段。

记者看到，尽管大家不住地抬头
揩去额头和脖子上的汗水，但稍过片
刻，汗水依然不住地嘀嗒下来。这还
不是他们最辛苦的时刻，路面清刨工
作完成后，大家来不及享受一缕清凉，
迎接他们的将是更加“酷热”的挑战。

“摊铺作业时，沥青混凝土所散发
出来的温度瞬间高达150℃。”张师傅

说，稍不注意就会被烫伤。高温下的
路面，加上沥青本身所散发的热量，施
工现场热得就像蒸笼，人远远地站着，
也会烤得脸上直冒汗，衣服很快就被
汗水浸湿了。“摊铺沥青，动作一定得
快，否则鞋底都化了。”施工人员老杨
说，这样“热火朝天”的工作环境考验
着每个人的耐力，一边挥动铁锹还要
腾出一只手擦脸，因为大颗的汗珠一

会儿就眯住了双眼。
“上方烈日炙烤，脚下沥青‘蒸煮’，

我们的工作是真正的‘上蒸下煮’”，采
访中，市政工人老杨一边大口大口地
喝着水，一边告诉记者，市政维修工作
长年如此，大家已经习惯了，尤其是想
想给广大市民和车主创造了便利，觉
得这些汗水也就值了。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摄

连续几天高温，城区垃圾“产量”
比平时多了两成，环卫工人呼吁：天
热，垃圾容易腐烂，市民投放垃圾时应
尽量沥干水分，扎紧塑料袋口，轻轻投
放至垃圾箱内，避免垃圾散落和流淌
污水。

记者采访了解到，高温天气到来
后，时令瓜果蔬菜的消费量大增，果皮
菜叶等生活垃圾随之大量增加，来自
外卖的剩菜剩饭等垃圾也急速增加。
自7月份开始，长春市环卫部门增加
了垃圾清运作业频率，以避免垃圾容
器发生满溢。同时，环卫部门还将垃
圾容器清扫保洁作业由原来的一日三
次，改为一日四次，清洗水车全天不间
断地在市区道路巡回清刷垃圾箱。为
了避免蚊蝇孳生、传播疾病，环卫工人
在每天保洁的同时，还专门对垃圾容
器喷洒药物，消毒灭蝇。但是，由于部
分市民将垃圾随意丢弃在垃圾箱外，

或没有将腐烂的果皮装袋扎紧，脏水
四溢的现象非常严重。本报在此呼吁
市民善待垃圾箱：以您举手之劳，共同

维护我们城市的环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

道 摄

入伏以来，很多人对
空调、冰镇饮料、冰镇西
瓜是情有独钟，尤其是
冰镇西瓜，一口下去，甘
甜爽口，相当惬意。然
而，近日一则微热搜话
题“隔夜冰西瓜一口吃
下8400个细菌”，让一些

“西瓜控”们瑟瑟发抖！
那么此事到底是什么情
况？夏天怎样吃西瓜最
健康？昨日城市晚报全
媒体记者对此进行了了
解。

数 据 ：“8400 个 细
菌”怎么来的？

隔夜吃冰镇西瓜一
口吃下 8400 个细菌，这
个数据怎么来的？记者
了解到，这来源于央视
《健康之路》栏目中的一
个实验。实验人员采用
4 种生活中常见的切西
瓜方法，将剩瓜放入同
一个冰箱冷藏 24小时，
取出后对西瓜表面进行
了细菌培养实验。结果
显示，不同切法检测到
的细菌数量有着巨大的
差异。

1.切开的西瓜直接放
冰箱，4小时后再封上保
鲜膜继续冷藏：25克西瓜
含160个细菌。2.用勺子
挖着吃剩下的西瓜冷藏：
25 克西瓜含 1600 个细
菌。3.刚刚切完生肉的菜
刀和菜板，用流水简单清
洗后切西瓜冷藏：25克西
瓜含8400个细菌。4.用
专用刀板切西瓜冷藏：25
克西瓜含45个细菌。

所以说通过实验可
以了解到，用刚刚切完生
肉的菜刀和菜板切过后
的隔夜西瓜，25克西瓜含
有 8400 个细菌，而用专
刀板切西瓜冷藏过夜，细
菌则会大大减少。实验
证明，切西瓜的刀、砧板，
裹的保鲜膜，以及空气，
都是有细菌的，导致切开
的西瓜面被污染，且时间
放得越久，污染的细菌确
实就越容易生长繁殖！

案例：一块剩瓜让祖
孙三人进了医院

7月13日，记者从长
春市儿童医院了解到，长
春市曾发生过吃冰镇太
久的西瓜生病住院的案
例。2020 年夏天，该院
消化内科接诊了一对姐
弟，姐姐 12 岁，弟弟 3
岁。来时均有发烧、呕吐
症状。经血常规检查，两
个孩子白细胞均高，提示
有细菌感染。而便常规
检查显示，白细胞、红细
胞、脓细胞都高。医生诊
断为细菌性肠炎。据家
人说，当天住院的还有孩
子的姥姥，症状相同，病
情也比较严重。

谁也没想到，导致祖
孙三人住院的是他们吃
的西瓜，原来当日天气较
热，姥姥从冰箱里拿出存
放了三四天的西瓜，没成
想却吃进了医院。

专家：西瓜切开最好
在12小时内吃完

长春市儿童医院消化
内科主任温凤表示，一些
家长对食物放在冰箱里保
鲜存在一定的误区。冰箱
虽能使大多数细菌生长速
度放慢，但有些耐寒细菌
在低温下反而能迅速繁
殖。如不慎食用感染这类
细菌的食品，会引起食源
性腹泻等症状，严重时甚
至出现中毒性菌痢、败血
症、脑膜炎等并发症。

对此专家提醒，西瓜
切开后放入冰箱，很容易
滋生细菌导致变质，最好
用保鲜膜把西瓜整个包裹
上，减少细菌感染。而且
最好在12小时内吃完，食
用时还要记得把表面的一
层切掉。还有，用专用切
水果的干净的刀和砧板，
尤其不能用切过生肉的刀
直接切西瓜，西瓜切开后，
以最快速度放入冰箱冷
藏，最长不超过24小时。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 吕闯 报道 视频截图

气温连日30℃以上
抵挡暑湿势在必行

7月14日5时-15日5时，我省中西部及东北部出现分散性的降水，部分乡镇出现中雨。全省平均
最高气温为30.6℃，最高33.8℃（桦甸），全省平均最低气温为22.5℃，最低15.7℃（长春市二道区）。16日
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有阵雨或雷阵雨；17日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阵雨或雷阵雨。

“热火朝天”中翻修路面

市政工人常常被汗珠眯了双眼

高温·坚守

伏天垃圾骤增 请市民善待身边的垃圾箱

高温·倡议

“一口吃下8400个细菌”
隔夜冰西瓜还能吃吗？
专家：西瓜切开后最好在12小时内吃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