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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健康开州

本 报 讯（记 者 郑玅）9 月 18
日，金峰镇开展燃气安全隐患大排
查，进一步遏制燃气事故发生，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检查中，工作人员聚焦辖区内
的学校、养老院及居民户等关键区
域，重点检查燃气用户“灶、管、阀”
的使用是否符合规范，是否安装燃
气报警器、阻断阀，是否存在私自
改装等违规行为。对检查中发现的
安全隐患详细记录并下达整改通知
书，要求相关用户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整改。检查中，工作人员还积极
宣传燃气使用注意事项，并提醒大

家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提高
大家的安全意识，进一步消除了安
全隐患。

据悉，近年来，金峰镇坚持强化
燃气经营企业和餐饮经营场所安全
供气和安全用气管理，推动燃气安
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全力
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下
一步，金峰镇将坚持问题导向，紧
盯薄弱环节，针对之前发现的问题
开展“回头看”，加大安全隐患排查
力度，持续巩固辖区燃气安全整治
成效，促进安全生产，营造安全稳
定的生产生活环境。

金峰镇开展燃气安全隐患大排查

本 报 讯（记 者 郑玅）9 月 19
日，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的交巡警
走进汉丰九校，为全校师生上了一
堂意义非凡的以“知危险 懂避险”
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

活动现场，交巡警为学生们播
放了交通安全事故纪录片，通过身
边鲜活的案例，直观地向学生们强
调了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随
后，交巡警播放了交通安全宣传
片，并巧妙地融入现场提问互动环
节，让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潜移默化地掌握交通安全知
识。“这个课堂很有教育意义，在警
察叔叔播放的视频里，我看到了未
成年人发生交通安全事故的不幸。
从今往后我会将交通安全深深地记

在心里面，还要回去告诉爸爸妈
妈，交通安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情，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汉丰九
校五年级学生廖梓勋说。

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有关负责
人表示，在本次活动中，交巡警引
导学生们一起学习交通指挥手势，
认识交通标志，让学生们懂得基本
的交通安全常识，提升学生群体自
我安全防范意识，培养文明礼让出
行的良好习惯，预防和减少涉生道
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接下来，区公
安局交巡警支队将持续走进更多学
校，将交通安全知识覆盖到每一名
学生，同时，希望全社会共同关注
学生出行安全，一起创造安全畅通
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交 巡 警 进 校 园 上“ 开 学 第 一 课 ”

本 报 讯（记 者 姜 婷）9 月 13
日，文峰街道文成社区在开州大道
东一段主干道开展非机动车道乱停
乱放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营造安
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行动中，工作人员通过在显眼
位置摆放温馨提示牌及利用小喇
叭进行广泛宣传，提高非机动车
车主的文明交通意识，引导非机
动车车主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规
范停放非机动车。对违规停放的

非机动车车主进行劝导教育，宣
传相关法律法规，引导非机动车
车主将车辆停放到指定位置，对
拒不配合的非机动车车主，依法
进行处理。

“下一步，文成社区将加大日常
巡查劝导力度，巩固整治成效，同
时，继续联合相关执法部门，持续
推进非机动车道乱停乱放整治工
作，为市民创造更加和谐的道路交
通环境。”该社区相关负责人说。

文成社区开展非机动车道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谭诗琪）因持
续高温天气，汉丰街道盛山社区一
网格部分居民出现饮水困难，为保
障他们在高温天气下的正常生活，
9 月 19 日，汉丰街道盛山社区开展
送水到户志愿服务活动，着力解决
居民急难愁盼问题。

当天，盛山社区工作人员、网
格 员 、志 愿 者 们 顶 着 烈 日 ，将 一
桶 桶 清 凉 的 饮 用 水 送 到 居 民 家
中。每到一户，工作人员都会关

切地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和高温
天气下的身体情况，提醒他们注
意防暑降温，有困难及时向社区
反映。

盛山社区有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送水到户志愿服务活动，不仅为
缺水居民送去了清凉，居民日常生
活用水得到保障，更营造了和谐友
爱的社区氛围。下一步，盛山社区
会落实各项抗旱应急措施，全力保
障辖区居民饮水需求。

盛山社区开展送水到户志愿服务活动

K 合力战高温 节电我先行

高温天气持续，广大市民在防暑
纳凉的同时，也别忘了绷紧“安全
弦”，加强个人和企业安全防范，安全
度过美好时光。

一、严防溺水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家长
或监护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2. 不在河边、亲水平台、工地水
塘等区域玩耍。

3. 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
品或在河道边洗东西、钓鱼虾等。

4. 不在河道、湖泊等无安全设
施、无救援人员的场所戏水或游泳。

5.不在游泳池里嬉戏打闹。
6. 发现同伴溺水，立即寻求成人

帮助，同时可向溺水者抛救生圈、泡
沫板、救生绳等，但不可盲目施救。

二、旅游安全

1. 密切关注旅游目的地及沿途
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和地质预警信息
及当地安全提示及时调整行程。

2. 在山区、河谷等区域，注意防
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暴发
等自然灾害带来的安全风险。

3. 不前往没有正式开发开放接
待旅游者、缺乏安全保障的“野景点”
和违规经营的私设“景点”。

4. 选择跟团出行，应选择正规、
有资质、口碑好的旅行社，并签订正
规的旅游合同，主动购买旅游意外保
险，不参加无安全保障、无质量保障、
无服务保障的“三无”旅游团。

5. 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深潜等
涉水活动和高空、高速、水下探险等
高风险旅游项目。

6. 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救
生衣，拒绝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

的观光游船。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
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
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不做可
能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

三、居家安全

1. 在家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
全，离家时做到“三清三关”。

2. 注意家用电器不得超负荷运
转，不私拉乱接电线。

3. 家庭用灭蚊产品要购买合规
合格的产品，使用时应远离床单、窗
帘等易燃物。

4. 给电动车充电时避免私拉电
线充电，严禁在建筑内的共用走道、
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为电
动车充电。

5. 定期检查燃气阀门及软管，不
私拆乱改，使用后注意关闭阀门。发
现煤气漏气要及时关上阀门并打开
窗户通风，切断电源，不使用明火，也
不要拨打电话，以免发生爆炸。

6. 手机、电脑等各种电器使用完
后，一定要关闭插座开关或直接拔下
插头，不然容易引发电器火灾。

7. 教育孩子不玩火，发现火情，
及时拨打 119。

四、交通安全

1. 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不违
反各种禁令标志。

2. 乘车选择正规运营车辆，不要
乘坐无牌无证、车况差、以及超员超
载等不安全车辆。

3. 切勿超速、超员、疲劳、酒后驾
驶，在划定的区域内停车，不可挤占、
阻塞消防通道。

4. 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骑行途
中全程规范佩戴头盔，保护自身安全。

5. 高温天气车辆要定期保养，不
要将可燃易爆物品放在车内，不要在
车内开空调睡觉，以免在车内空气不
流通导致不必要的安全事故。

五、防范灾害性天气

1. 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
息，避免在不适宜户外活动的情况下
外出。

2. 在外面遇雷雨天气时，迅速找
到安全的避雷场所，如室内建筑物或
车辆，避免在露天、树下或水边等区
域逗留。

3. 遭遇短时强降水，远离低洼地
区，警惕积水路段。

4. 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
止跌入窨井或坑、洞中。

5. 避雨要远离高压线路、电气设
备等危险区域。

6. 暴雨前后，避免进入山区、河
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

六、森林防火安全

1. 进山入林游玩，严格遵守防火
规定。

2.严把山林路口，不携带火种进山。
3. 不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

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燃放烟花
爆竹。

4.上香、烧纸注意用火安全。
5. 出现火情，马上转移避险，拨

打电话报警。

七、防范高温中暑

1. 高温天气尽可能减少外出，外
出做好防护措施，切忌长时间暴露在
太阳下。

2. 注意保持充足睡眠，规律作
息，增强免疫力。

3. 要少量、多次饮水，适时补充
盐分及矿物质。

4. 一旦出现头晕、恶心、胸闷等
中暑早期症状，迅速转移到阴凉通风
处休息，解除过紧的衣物，情况严重
的立即到医院治疗。

八、企业安全生产

1. 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加强高温天气下值班值守和应
急管理。加强重大风险、重点设备、
重点环节、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治
理，及时消除安全风险隐患。

2. 严格管控动火、检维修、有限
空间、高处作业、吊装、临时用电等危
险作业安全管理，严禁无资质、非专
业人员顶岗。

3. 加强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的监控，做好危险化学品的生产、
储存装置和管道的防爆、防泄漏等工
作，完善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通风、
降温、防潮等措施。

4. 加密设备设施、容器、管道、法
兰、阀门等部位，特别是高温高压部
位的巡检，加强检修维护保养，存在
本质安全缺陷的，果断停止使用、安
全处理，避免“带病运行”。

5. 严格作业人员个体防护，进入
生产区域必须按规定穿戴工作服、护
目镜、防护手套等，有效防止生产作
业对人体的伤害。

6. 加强消防与应急设施的维护，配
足配齐适用的应急物资装备，根据高温
天气特点，常态化开展事故应急演练，
提高一线员工先期处置和自救能力。

7. 合理组织安全生产，根据高温
天气情况，及时调整作息时间，避免
一线从业人员长时间户外作业。

（来源：网络）

高温天气，趁“热”收下这份安全提示

本报记者 谢国邦 文/图

“只要 12 元钱，怎么这么少呀！”
前不久，刚返乡的白桥镇上桥村村民
何小林因感冒来村卫生室诊治，结账
时发现收费很便宜，心中很是疑惑地
问村卫生室医生袁作兴。

长久以来，村民们都知道，前往
袁医生处就医购药，不仅经济实惠，
而且疗效显著。无论是遭遇头痛还
是发热等不适，只需找袁医生看病，
往往仅需几元至十余元的费用，便能
迅速缓解病痛，恢复健康。

白桥镇上桥村的袁作兴 30 年如
一日，一瘸一拐却坚定不移地奔走在
崎岖山路之上，为山区群众筑起了一
道健康“屏障”。

今年 53 岁的袁作兴，年幼时患上
小儿麻痹症，导致左腿比右腿短了整
整 7 厘米。初中毕业外出打工一年
后，他又拜师学医，后来又到卫校系
统性学习医学知识。1994 年，袁作兴
圆了乡村医生梦。

漫漫行医路，初心永不忘。数十
年来，袁作兴恪守“花小钱治好病”的
初心，默默地守护着山里的乡亲。因
其卓越的贡献与高尚的情操，他相继
获得白桥镇“优秀共产党员”、开州区

“最美乡村医生”“重庆好人”等荣
誉。2021 年，他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
管理中心登记，决定去世后捐献器
官，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传递爱
与希望。

身残志坚立志学医

袁作兴幼时一直体弱多病，更不
幸地患上了小儿麻痹症。那时的山
区，医疗资源极为匮乏，每一次求医
问药都需家人跋山涉水去外地，本就
一贫如洗的家庭，因频繁的医疗支出
而更加雪上加霜，生活的重担压得全
家人喘不过气来。

幼年时求医问药的经历，让袁作
兴从小就憧憬：要是家门口有一名医
生就好了，他和乡亲们就能少受一些
病痛折磨。

上学后的袁作兴特别勤奋好学，
他暗下决心，长大以后要做一名乡村
医生。

无奈一贫如洗的家庭，让袁作
兴 的 求 学 路 走 得 异 常 艰 辛 。 小 学
时，全家人常吃不饱饭，两个红薯将
就一顿是家常便饭。后来，因交不
起学费，家里人干脆让他辍学在家
务农。

“学费我来缴，你还是多读点书，
长大后才有出息。”袁作兴没想到，老
师会亲自上门来动员他回学校，还为

他补交了学费。那时，他就在心里埋
下了感恩的种子，希望自己以后也有
能力把温暖传递下去。

1994 年，袁作兴挎上药箱、穿上
白大褂，成为了一名乡村医生。

折翼天使艰难行医

袁作兴的行医之路走到如今，很
不容易。

白桥镇上桥村平均海拔近 800
米，一山连着一山，山间的羊肠小
道 是 袁 作 兴 每 天 的 出 诊 路 。 无 论
路 边 是 坎 还 是 沟 ，是 乱 石 还 是 堰
塘，无论遇上暴雨还是暴晒，他都
没有选择后退。他深知，这一条条
羊 肠 小 道 ，是 乡 亲 们 通 向 健 康 的

“平安路”。
2002 年初秋的一个晚上，一位村

民生病发烧，情况十分严重，遂打电
话请袁作兴前去诊治。袁作兴没有
犹豫立即翻身起床，背起药箱，拿上
手电筒就出门了。

打针吃药、输液降温……袁作兴
守在一旁一个多小时，看到患者体温
趋于正常，他才踏上回家的路，那时
已是凌晨 1点过了。

在回家的路上，走了 10 多分钟，
手电筒突然熄灭。此时，袁作兴离家
还有近 3 公里的山路，他只得摸黑前
行。

一瘸一拐的他还没走出几步，一
脚踏空，连人带药箱滚下路边的斜
坡，他紧紧抓住了杂草和树枝，才停
了下来。

袁作兴不清楚身上到底有多少
处伤，只知道周身疼痛不已。他尝试
着爬上来，可双脚疼痛难忍，几次都
没能成功。望着黑夜里的点点星光，
他长叹了几声。

好在妻子沿路来寻找，在妻子
的帮助下，他才爬上来。回到家，妻
子发现袁作兴脸上被划出了几道血
痕，身上到处青一块紫一块，妻子为
他擦去身上的血迹，一阵阵钻心的
疼 痛 让 袁 作 兴 冒 出 大 滴 大 滴 的 汗
珠。

“你本来腿脚就不方便，这些年
你摔了多少次，你不知道吗？干脆不
当医生了。”面对妻子的责怪，袁作兴
沉默不言，任凭泪水溢出眼角。

袁作兴心里是矛盾的、是纠结
的。他怨恨自己为何没有一副好身
板，他怨恨自己让亲人担心。但他更
担心，自己放下药箱，村里的乡亲要
是生了病该怎么办。

那一晚，袁作兴想了很多。但第
二天，他又开始整理起自己的药箱。

这一年，他正式成为一名共产

党员。

清贫守乡永不言悔

数十年来，袁作兴恪守“花小钱
治好病”的初心，村民们对此都感激
在心。

“想要挣钱，就当不了一个好村

医。”袁作兴从没忘记自己从小求医

吃过的苦。30 年来，他一直坚持低利

润为村民看病。

袁作兴是全镇少有的乡村全科

执业助理医师，也是有名的“穷医

生”。

“ 他 是 个 大 好 人 哟 ，收 费 很 便

宜，拿的药还很有效。”上桥村年近

90 岁的村民张文兴是个“老病号”，

每个月要找袁作兴买药好几次，在

他记忆中单次买药都没超过 10 元

钱 ，要 比 在 其 他 地 方 买 药 便 宜 很

多。有时，张文兴忘记带钱，袁作兴

就干脆不收钱。

几年前，一位村民在工地上受

伤，去袁作兴处缝了 16 针，输液近半

个 月 。 结 账 时 ，袁 作 兴 只 收 了 300
元，这位村民不想袁作兴吃亏，坚持

要多给 200 元。袁作兴最后还是委

婉地拒绝了。

每年袁作兴收入最高的时候是

春节期间，外出务工的人回家看到家

中老人有头痛脑热的情况，会及时到

袁作兴处打针拿药，还会多买一些药

品以备不时之需，这个期间袁作兴一

个月收入能达到 3000 元，然而平时

袁作兴每个月的收入只有 1000 元左

右。

他算了一下今年 8 月的收入，还

不到 900 元。

大爱无言善美人间

2015 年，袁作兴被诊断为股骨头
坏死，需进行手术治疗。面对 10 余
万元的手术费用，他犯了难。行医数
十年来，家里只有三四万元的积蓄。

袁医生因病不能出诊的消息在
村里传开了，大家纷纷前去探望。

“我给他钱，他不要，我就悄悄把
钱从窗户缝隙里放进他家。”村民何
益树回忆，袁作兴无论在住院期间，
还是在家休养，很多人都自发去看望
他。有人从门缝把钱塞进他家，有人
把钱悄悄放进他口袋里，有人趁他不
注意时把钱放在被子里……从几十
元到一两百元，一股股暖流是对袁作
兴医者仁心的肯定。

医生叮嘱袁作兴在家至少休养
半年，尽量不要走动。可袁作兴看到
乡亲要到很远的地方看病买药，他又
矛盾了起来。

“你想去给人看病，我们就借点
钱买辆三轮车吧，我陪着你，出诊方
便些。”在家休养了 3 个多月，见袁作
兴坐立不安，妻子看穿他的心事，鼓
励他继续出诊。

2015 年，上桥村的交通条件改善
了，土路变成大路。袁作兴的出诊路
更顺畅了。

“你还经常咳嗽吗？”
“平时注意莫吃咸了。”
“要经常来测一下血压哟。”
一路叮嘱，一方健康。宽阔的乡

村路，也是袁作兴的健康宣教路。
如今，袁作兴的药箱里配备了更

多药品，“急救三轮车”上也多了一些
常规检测设备，守护好乡亲们的健
康，他信心满满。

行走在乡间小道上的“健康卫士”
——记白桥镇上桥村乡村医生袁作兴

K 消除事故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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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来源：《：《中国文明网中国文明网》》

袁作兴为村民诊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