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知识健康知识

暴雨过后 谨防多发疾病
暴雨过后要谨防传染病，

特别是痢疾、感染性腹泻等肠
道传染病，还有皮肤炎症。

丹毒和淋巴管炎
一般大雨过后，大家蹚水

后细菌容易从皮肤毛孔乘虚而
入，钻到淋巴管里，从而引发丹
毒和淋巴管炎等。如脚上有破
口，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间擦疹、脚足癣
长时间在渍水中浸泡

后，皮肤的屏障功能遭到破
坏，真菌和细菌便有机可乘，
很容易引发间擦疹、脚足癣
等皮肤病。

有糖尿病病史的人更需
要注意，及时脱离污水环境，

擦干脚部，预防真菌和细菌
感染。

抽筋、关节炎、风湿病
下雨天很多人会换上凉

鞋冒着雨上下班，会用凉水冲
脚以保持干净。但凉水洗脚，
会使毛孔骤然关闭阻塞，加上
肌肉疲劳、紧张度增加，腿脚
很容易抽筋，更可能诱发关节
炎和风湿病等。

此外，污水中一般多虫。
如果被虫咬后仅是瘙痒，可以
用激素类软膏如糠酸莫米松
乳膏来止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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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关爱下一代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严查校园周边环境
守护未成年人安全

本报讯（记者韩丽琦通讯员鲁东博）近日，区委宣传部与区教委共
同牵头，联合区烟草局、区市场监管局等未成年人教育环境建设工作组
相关单位，对城区内13所重点校园周边环境开展联合检查。

“对未成年人的提醒标语要放在更显眼的区域”“健康证一定要
检查，在过期前及时更换”……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来到区第四中
学、区第四幼儿园、区第二小学等学校周边，对校园 200米范围内烟
酒售卖点、彩票售卖点、超市、文具店、网吧等商业经营场所深入开
展检查、摸排。每到一处，工作人员都会检查经营者营业牌照，并要
求经营者在醒目位置张贴“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标志，检查文具
店内是否存在销售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文具、玩具，督促经营
者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类商品以及“三无”
产品，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据了解，本次检查严格要求校园周边 100米内经营场所不允许
售卖烟酒，店内要有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卖烟酒的标识。未成年人教
育环境建设工作组将把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烟、酒侵害作为当前营商
管理的重要一环，进一步推动宣传教育到位、预防保护到位、查处监
管到位，确保实现校园周边环
境安全，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

店主张贴店主张贴““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标志标志 韩丽琦摄韩丽琦摄

北京市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举办测试赛
五个区的 43支队伍 228名运动员赛场展英姿

本报讯（记者 韩冰 韩洁 李瑶琳
通讯员 杨璐莹）按照大型综合性赛
事惯例，结合赛事运行和技术系统
检测需要，8 月 5 日，北京市第十一
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测试赛在北
京世园公园、梦起源滑冰馆拉开帷
幕。来自昌平、房山、海淀、顺义以
及延庆五个区的 43 支队伍 228 名运
动员参赛。

上午 8 时，运动员们早早到达比
赛场地，在工作人员的组织下按照比
赛顺序开始进行检录，以最饱满的状
态迎接比赛。比赛现场，工作人员分
工明确、各司其职，为比赛顺利进行提
供保障。

在北京世园公园国际馆内，珍珠
球项目比赛激战正酣。跑位、突破、
抢断、传球……对战双方你来我往，
用高效的进攻和严密的防守，为现场

观众呈现出一场精彩纷呈的对决。
经过激烈的角逐，延庆区代表队分别
获得本次珍珠球项目比赛男子、女子
比赛一等奖。

与此同时，绫球、蹴球等项目的比
赛也进入了白热化，场上选手全力比
拼，场边教练热情喝彩，耳畔不时传来
教练对运动员们的指导声。

“以前，蹴球比赛是在室外举行，
但夏天非常炎热，一场比赛下来大家
都汗流浃背。延庆这次将比赛安排在
室内，一下子舒服了很多，场地的地面
也很柔软，特别适合蹴球比赛。”顺义
区蹴球代表队教练刘浩说。

在梦起源滑冰馆内，一场别开生
面的冰蹴球比赛正在火热进行，来自
延庆和顺义的 2支代表队伍的 24名队
员在赛场上尽展英姿。精细的商讨、
精密的瞄准、精准的击发贯穿比赛各

个环节。运动员们场上火热比拼，场
下相互交流、切磋球技，共同感受冰雪
运动的魅力。最终，顺义队获得男子
团体、女子团体一等奖。

延庆区冰蹴球运动员李伟说：“比
赛场地环境非常好，冰面很平整，现场
组织有序。我们通过本次测试赛积累
了充足经验，争取在正式比赛的时候
取得优异的成绩，为延庆争光。”

据了解，此次测试赛为期 1 天，
包括珍珠球、蹴球、绫球和冰蹴球 4
个项目。为保障竞赛高效有序，主
办方围绕场馆运行、场馆设施运维、
安保、志愿服务、竞赛技术运行、竞
赛综合事务、礼宾接待、颁奖仪式 8
个领域进行了全要素测试。赛事竞
赛组的竞赛、裁判、资格审查、颁奖、
场地器材、志愿者、消防、安保、医疗
9 个工作小组逐一落实责任，并通过

查漏补缺、赛后复盘等方式不断完
善实战经验。

据北京市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正式比
赛定于 8 月 21 日至 25 日举办。全市
16个区和经开区将组成代表团参赛。
本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共设置珍珠
球、蹴球、毽球、陀螺、板鞋竞速等 21
个项目。同时，还有民族健身操舞大
赛、2023北京花棍团体表演赛等系列
主题活动。

“这次测试赛的 4个项目对场地要
求比较高，对抗也比较激烈。我们希
望通过测试赛，检验场地、物资物料和
比赛器材是否符合正赛的标准和要
求。同时，也对安保、交通、医疗工作
进行了测试，为正式比赛打下好的基
础，保障正赛比赛顺利圆满举办。”区
体育局党组副书记马志勇说。

本报讯（记者 刘纪元 通讯员 姚
远）近期的连续降雨给我区在田农作物
造成了不同程度影响。8月 4日，区农
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的农
技专家们走进田间地头，开展雨后作物
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工作，最大限
度降低农作物损失，确保我区农业农村
生产尽快恢复。

记者在永宁镇西关村蔬菜种植基
地看到，暴雨过后，蔬菜受到了不同程
度的损害。在现场，农技专家仔细察看
了农作物受灾情况，并现场告知农户再
生栽培和病虫害防治相关方法，让受害
农作物尽快恢复生长。

“看到受灾的蔬菜，我特别心疼。
多亏了专家们的指导，我学会了大雨后
怎么补救，我特别感谢他们。”永宁镇西
关村种植户卫冬星说。

汛后，区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成立
50人的技术指导小组奔赴各乡镇，针
对农田、农机户、种植企业、合作社开展
灾情调研，掌握灾后损失情况，并深入
受灾情况较为严重的乡镇进行分类指
导。同时，组织全区涉农企业、合作社
参加线上防灾减灾技术培训，并积极联
系植保专家为容易发生病害的西瓜、草
莓植株进行病虫害测定，有针对性地提
供防治建议。

据统计，截至目前，区农业农村局
共出动 478人次，巡查自建房、合作社、
养殖场等点位 575处，农技专家深入 46
个种植园区查看受灾情况，指导 6300
亩农田开展抗灾自救工作。在做好技
术指导服务的同时，区农业农村局引导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投保经营主体及时
报案，督促保险公司设立农险理赔绿色
通道，快速完成保险赔付，有效减少农
业经营主体受灾损失。目前，政策性农
业保险报损、估损、定损、理赔等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

“这次大雨给我区在田蔬菜造成
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的技术人员
主要针对农作物补救、病虫害防治等
开展技术指导，尽可能为农户挽救损
失。”区农业农村局推广研究员王书
娟说。

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紧盯保险理
赔进度，督促保险公司尽快定损理赔，
最大限度弥补生产主体的受灾损失。
同时，针对各生产主体的受灾情况和
需求，联合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专家进
行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服务，利用植保

“五级联合攻关”体系加强植物病虫害
监测，防止病虫害传播、散发，通过及

时追肥、扶苗洗苗等方式促进粮食、蔬
菜作物增产增效。

减灾复产抢救“受伤”作物
农技专家走进田间地头

农户应根据受灾情况和当前天气变化，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及时排除受淹
田块积水，减少涝渍时间，减轻受害程度；对受灾严重根系已经死亡的叶菜、果
菜类等蔬菜，及时清洁田园整地重播或改种；受淹土壤经雨水冲刷养分流失严
重，应在天气好转后抓紧补施速效性肥料，满足蔬菜生长需要；强降雨过后田间
湿度大，易产生蔬菜病害，应结合喷施叶面肥及时用药控制病害流行；为防止雨
后骤晴导致植株体内水分快速蒸腾而失水萎蔫，要及时对蔬菜进行遮阳处理，
降低田间温度和光照强度，降低高温和强光的不良影响。

专家提示

“我为成为一名救援志愿者感到自豪”
本报记者 席瑞媛 通讯员 郭艳彤

鲁尧是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
队员，作为一名环境保护工作人员，他
认真做好进京车辆尾气排放执法检查，
为延庆蓝天白云保驾护航。在工作之
余，他热心公益，是灵动应急盟欣汇医
疗急救大队（以下简称急救大队）队员，
利用空闲时间考取了国家五级应急救
援员证书、AHA美国心脏协会急救导
师证书、国家级健身教练员证书等。

8月 2日是鲁尧的休息日，面对门
头沟区和房山区紧急救援情况，他毅然
跟随急救大队进入灾区开展救援。受
山洪影响，潭柘寺镇山区断水断电、通
信中断，与外界失去联络，这里的救援
抢险争分夺秒开展。与急救大队联合
救援的，还有市应急志愿服务总队特勤
支队，救援队伍的目的地是潭柘寺镇南
辛房村，赶到救援现场时，队员们第一
感觉是震惊和心痛。鲁尧说：“被洪水
侵蚀的村子满目疮痍。河道中是数不
尽的垃圾和树干，岸边是断壁残垣，车
辆横七竖八倒在路上，落石、杆体、牌匾

等水毁设施比比皆是。”尽管在媒体平
台看到过洪涝灾害景象，但亲眼见到后
更觉得触目惊心。

进村道路被损坏的汽车、倒塌的建
筑和落石堵住，给救援工作造成严重阻
碍，更重要的是，山区天气复杂多变，随
时可能出现降雨或者次生灾害，救援人
员面临重重危险和考验。“当时大家唯
一的想法，就是尽快把受困居民转移到
安置点。”鲁尧说，“我们是团队协作，我
主要担任救援转运、伤情检查、医疗处
置、情绪安抚等任务。”

救援人员进入指定的民房，看到
一位腿脚不便的老人。“他看到救援人
员进来，焦虑的情绪缓解了很多。”鲁
尧说。“叔叔，我们来帮助您转移。”“您
有没有身体不适和疼痛？”“您躺上担
架，很安全，请放心！”……救援人员进
行询问和安抚后，为其做好防护，向外
转移。“转运工作比大家想象中艰难很
多，是对专业知识、身体素质、团队协
作能力的综合考验。我们要根据救援

人员条件，确定四人抬担架的位置，减
少转运过程中的颠簸，保障人员安
全。”鲁尧解释说。

就这样，救援人员徒步用担架开辟
了一条生命通道，一趟趟将受灾群众运
送到安全区域，让大家得到妥善安置。
门头沟区的救援工作持续到中午，紧接
着，急救大队又火速赶往房山区琉璃河
镇南洛村。对于南洛村的情况，鲁尧
说：“南洛村出村的道路全被积水覆盖，
最深处可能有两米，村子就好比孤岛，
只能用救援船往出转移群众。”

水上救援的难点在于，积水区域情
况复杂，“潜藏”在水下的树枝、电线、铁
皮广告牌等都是救援行动的安全隐患。

“越是急难险重关头，越是群众最需要
帮助的时候。我们带着食品、饮用水、
药品、救生衣等物品，小心翼翼地出发。
快到村口时，远远就看到等待救援的村
民向我们招手。”那一刻，鲁尧深刻感受
到“逆行”二字重如千钧。

发放物资、基础检查、人员转移……

救援工作有条不紊开展，救援船在水面
反复穿梭，群众分批安全撤离。鲁尧一
直守在村口，为村民进行基础检查并安
抚大家情绪。天色渐晚，当天的救援任
务进入尾声。村民诚挚地发出邀约，邀
请救援队员们以后再回村子里看看。

“回来的路上，我思绪良多。天灾无情
人有情，与同伴们救援时的团结协作、
群众发自肺腑的感谢……一幕幕画面
让我记忆深刻，我为成为一名救援志愿
者感到自豪。”鲁尧说。

回到位于延庆的家中，已是深夜 1
点，鲁尧只休息了几个小时，就又回归
了工作岗位。

暴雨无情人有情，在被围困的群众
眼里，鲁尧是强壮的男子汉，在同事眼
中，他是优秀的生态环境执法队员。“在
紧急支援门头沟、房山抢险救灾中，鲁
尧不畏艰险、心有大爱，彰显出了新时
代生态环保铁军风采，值得全体队员学
习。”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队长左
树强说。

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队员赴门头沟区和房山区参与救援

农技专家（左）开展技术指导 刘纪元摄

延庆地质公园
扩园申请评估顺利收官
本报讯（记者 陈扬 通讯员 李楠）8月 1日至 3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评估专家松原典孝（日本籍）和塔诺特·乌恩
贾（马来西亚籍）对延庆世界地质公园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扩园申请
评估考察。8月 3日晚，延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扩园
申请评估反馈会举行。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沙海江主持反馈会。
区委副书记、区长、延庆世界地质公园管委会主任叶大华出席会议
并致辞。

记者在反馈会上了解到，延庆世界地质公园于 2017年绿牌通过
第一次再评估后，结合相关规定和专家教授反馈意见，随即开启扩
大地质公园边界范围和相应建设发展工作。此次扩园申请评估正
是对近六年工作成绩的一次“官方认证”，评估通过后，园区面积将
由 620.38平方千米正式扩大到 1398.91平方千米。

在三天的评估考察中，专家组深入延庆地质公园博物馆、地
质公园战略合作伙伴——八达岭长城内外网络营销基地、延庆重
要地质遗迹点、特色民俗旅游村、千家店地质学校及新扩园区等
地，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考察、交流反馈等方式，对延
庆世界地质公园近六年的管理结构、地质遗迹保护、科学研究普
及活动、环境及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以及 2017 年
绿牌通过第一次再评估后专家提出的整改意见落实情况等方面
进行了综合评估。

反馈会上，评估专家充分肯定了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在过去六年
中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并提出了加强地质灾害监测、可再生
资源永续利用、地质公园产品推广和利用、地质遗迹保护、地质文化
与地域文化交汇融合等多方面建议，希望延庆世界地质公园继续努
力、不断改进。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评估结果将于今年 9月正式公布。延庆世
界地质公园将以此次评估为契机，认真梳理专家组提出的意见建
议，逐条逐项制定整改措施，下大力气把存在问题解决好，把薄弱
环节改进完善。同时，进一步学习和借鉴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其他
成员的先进经验、典型做法，在地质遗迹保护与建设、科普宣传、带
动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下足功夫，力争将延庆世界地质公园打造
成为集科学研究、科普教育、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为一体的世界文
化旅游胜地。

副区长、延庆世界地质公园管委会副主任颛孙永麒，以及延庆
世界地质公园管委会全体成员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