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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嫄 本报通讯员
周祥 邵文晔 图文报道

夏季来临，耳边蚊子的“嗡
嗡”声令人心烦，因此，使用驱蚊
产品必不可少。但今年全国范
围内已发生多起因使用蚊香时
疏忽大意而引发的火灾。市消
防救援支队提醒，安全警钟需长
鸣，防蚊更要防火。

常州消防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5月至今，湖北、安徽、广
东等地已陆续发生多起传统蚊
香、电蚊香“惹火”事件：5月13
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
某小区一居民家中卧室起火，据
户主孙女士分析，火灾疑似因电
蚊香长时间未断电，引燃周边棉
被、衣物而引发；5月15日凌晨，
安徽省蚌埠市一小区居民楼着
火，因救援及时，火势没有蔓延，
未造成人员伤亡，户主描述称

“我把蚊香放在了纸箱旁，可能
是猫踢到了蚊香，把纸箱点燃，
这才引起了大火”；5月22日，广
东省汕尾市陆丰市东海街道一
餐饮场所发生火灾，后续调查发
现，该餐馆工作人员点燃蚊香，
离开时未将其熄灭，导致蚊香引
燃周边杂物引发火灾。

“今年，我市目前还没有接
到类似的传统蚊香、电蚊香‘惹
火’事件报警，但这样的火灾事
故往年同期的确偶有发生，希望
广大市民重视使用驱蚊物品时
的消防安全。”常州消防相关负

责人表示。
常州消防提醒，无论是传统

蚊香还是电蚊香，无论是驱蚊水
还是杀虫剂，如果使用不当，都
可能成为安全隐患。

使用蚊香时，一定要把蚊香
固定在专用的铁架上，最好把铁
架放置在瓷盘或金属器皿内，同
时注意不要靠近窗帘、蚊帐、床
单等可燃物。临睡前，应检查一
下蚊香，确保安全。室内有易燃
液体（汽油、酒精等）和可燃气体
时，不宜在室内点燃蚊香。离开
时要彻底熄灭蚊香。

使用电蚊香时，要选用清楚
标有厂家信息、生产日期、主要
成分及环保认证的电蚊香。要
注意用电安全，电蚊香的电插头
和引线，切忌随意牵拉。不要用
湿布擦拭或用湿手触碰电蚊香，

以免引起短路。不要将电蚊香
放在可燃物附近，如果房间铺有
地毯等可燃物，使用电蚊香时地
面应放一块阻燃性较好的垫
板。瓶身应垂直于电源插座，切
勿侧放或倒放。使用完毕，一定
要切断电源。

使用驱蚊水时，注意驱蚊水
应只用于暴露在外的皮肤和衣
物上，不可接触伤口、眼睛和嘴，
在耳部也要少用。涂抹完驱蚊
水后，不要马上使用明火。

使用杀虫剂时，不能对着明
火、火花或高温区域喷射，防止发
生燃烧。应购买正规合格的产
品。杀虫喷雾剂不能在阳光下暴
晒，尤其是新买的，瓶内压力最
高，暴晒导致高温膨胀可能引起
爆炸。不要同时使用电蚊拍和杀
虫剂，否则可能会引发爆燃。

蚊子恼人，蚊香“惹火”

常州消防提醒：夏季防蚊更要防火

一周119119·第734期

■本报记者 何嫄
本报通讯员 常消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刚刚
过去，儿童安全课堂却不会过
时。常州消防提醒，青少年儿
童应学会防火灾、防被拐、防溺
水等各类安全常识，将安全常
识牢牢记在心间。

防火灾：家长应教育儿童
不要玩火，讲解安全用火、防
火，以及如何防止烧伤、烫伤等
知识。

防被拐：家长应教育孩子
要牢记自家的详细地址，拒绝
陌生人的诱惑。如果孩子走
丢，请立即报警。

防溺水：会游泳、水性好都
不等于不会溺水，家长一定要

监督并告诫孩子，不要私自去
池塘、水库“野泳”。

防跌落：应教育孩子不要
单独靠近有高低差的空间，比
如窗口、阳台等。

防窒息：家长要及时清理
孩子可能碰到的小物件，同时
对其进行安全意识教育。

防被撞：家长要教孩子认
识红绿灯等交通标识，认识车
辆的指示灯，以判别车辆移动
方向，预判风险。

防被卡：家长要加强监管，
让孩子远离铁环、有孔洞的物
品；购买玩具时，一定要选购与
孩子年龄相匹配的玩具。

防中毒：误服清洁剂、擦鞋
剂、药物等可致中毒，家长要将
此类物品放置在孩子不易拿到
的地方。

今年“六一”儿童节已过，但常州消防
提醒——

儿童安全课堂不会“过时”

本报讯（何嫄 张静 图文
报道）端午节即将到来，近日，
武进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该区
老兵爱心协会，策划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情暖端午 致敬消
防 平安无忧”活动，向辛勤工
作在消防救援一线的英雄们表
达敬意和感激之情。

当天下午，老兵爱心协会一
行来到武进区消防救援大队。
消防宣传员从消防法律法规、日
常家庭和重点场所防火注意事
项、灭火逃生技能等多个方面向
他们介绍了消防安全知识，并对
不同消防车辆、消防器材装备的

用途及使用方法等进行全面展
示，还在现场演示了如何正确拨
打火警电话、排除身边的火灾隐
患等。宣传员还让老兵爱心协
会成员们充分了解消防救火的
整个过程，包括救火前的准备工
作、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消防车
的各种操作等，并整体介绍了近
几年消防救援队伍的工作以及
取得的荣誉奖项。随后，老兵爱
心协会成员还与消防员一起包
粽子，边分享包粽子的技巧和经
验，边沟通交流彼此的心声和工
作，提前体验传统节日端午的习
俗。

武进消防与老兵爱心协会共迎端午

本报讯（何嫄 周祥 赖茜
图文报道） 4月下旬至今，金坛
区消防救援大队的消防员们

“捅”了一个又一个马蜂窝。友
情提醒，遇见马蜂窝，千万不要
轻易招惹它们，应报警或向专业
人士求助。

提起马蜂窝，很多人的第一
反应就是头皮发麻。每年4月
至10月是马蜂繁殖的旺盛期，
它们会到处筑巢垒窝，严重影响
人们正常生活。屋檐下、门窗
外、空调外机上、大树上……人
们经常能看见这些“不速之
客”。连日来，金坛消防成功处

理了多件摘除马蜂窝求助事件，
较为典型的有3起。在东城街
道周家村，居民发现有马蜂窝后
紧急呼救，“蓝朋友”化身“清蜂
侠”，成功将蜂窝处理；4月22日
金坛经开区实验幼儿园东方新
都分园里，一群调皮的马蜂在轮
胎玩具内“开派对”，“蓝朋友”携
火焰喷射器前来将蜂窝成功清
除；5月5日，水北社区上楼村一
居民在自家阳台发现“新邻居”
马蜂，“蓝朋友”用套袋法巧摘蜂
窝，让居民直呼“这操作，满分”。

在摘除马蜂窝后，“蓝朋友”
还向市民普及了马蜂的相关知

识。这种学名为胡蜂的昆虫，雌
虫身上有一根有力的长螫针，在
遇到攻击或不友善干扰时会群
起攻击，可以致人出现过敏反应
和毒性反应，严重的可致死亡。
为何夏季马蜂爱扰民？一是夏
季居民小区中甜食类生活垃圾
较多，马蜂不愁吃喝，所以到了
夏秋繁殖期马蜂会急剧增加；二
是居民住宅的阳台、屋檐、空调
外挂机可以遮光挡雨，十分适宜
马蜂居住和繁殖。那么，马蜂为
什么会攻击人类？首先是居民
无意识侵犯马蜂活动区域，引发
马蜂攻击；其次，马蜂对鲜艳的
颜色，以及汗味、酒味、甜味、香
味等特殊气味极其敏感；再次，
奔跑、活动的人也容易遭受蜂
蜇。

常州消防提醒，马蜂具有很
高的警惕性和攻击性，其体尾毒
针含有神经性或血液性毒素，被
攻击后可能会引发剧烈疼痛。
因此，遇见蜂窝一定要绕行，不
要招惹马蜂，更不要“赤手空拳”
摘除，应及时报警求助或交给专
业人员处置，以免造成不必要的
伤害。

“蓝朋友”化身“清蜂侠”

“捅”了一个又一个马蜂窝

安 全 小 课 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