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入伏后，台州各地气温
居高不下。酷暑之下，各行各业劳动
者头顶烈日，挥汗坚守岗位保民生。
今日起，本报推出“高温下的坚守”
系列报道，将镜头对准冒着高温辛
勤工作的一线工作者，体验烈日下
的生活，讲述他们的“冒汗”故事，记
录高温下的民生面孔。

高温下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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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红

上周六，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秋天的第一杯
奶茶和第一口西瓜，你吃了吗？

在台州，立秋不等于秋天，按照气象学上的标
准，要连续5天平均气温在22℃以下，才算是进入真
正意义上的秋天，而台州往年的入秋时间，基本上
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

眼下尚处于三伏天的中伏，8月11日将进入末
伏，台州的夏天还要维持至少一个多月，这段时间，
喜欢夏天的小伙伴，还可以尽情享受夏天的阳光、
水果及不按常理出牌的午后雷阵雨。

这两天，随着雨水逐渐退出C位，阳光重新上线
尽情释放它的热情，气温也有了些许波动，午间前
后走在室外，能感受到浓浓的暑气。好在这几天空
气湿度降了不少，身上不再有黏乎乎的感觉，算是
热而不闷。

进入8月以来，台州的天气舞台基本被雨水霸
屏，雷暴、雷雨警报频繁上线，在雨水的打压下，气
温也被“镇压”，基本维持在30℃上下，不冷不热十
分舒适。

接下来的一周，台州天气舞台上抢镜的仍然不
是高温。只是不同于之前的是，本周的每一天都以
多云天气为主，阳光会热情上岗。虽然雨水还会保
持不离不弃的态度，坚持每天和阳光“竞聘上岗”，
但它的强度和范围已大不如前。雨水对蠢蠢欲动的
气温，还是有点打压作用的，本周气温虽然有所回
升，但高温还不会回归。

按照我国民间说法，立秋节气以后，短期回热
的天气称为“秋老虎”，一般发生在8、9月之交，持续
日数约7—15天。今年“秋老虎”会不会下山？让我们
拭目以待。除了高温，立秋节气，还会有台风、强对
流、暴雨等灾害性天气，也需要注意防范。

台州市区具体天气预报如下：今天多云，午后
阴有阵雨或雷雨，26—33℃；明天多云，午后阴有阵
雨或雷雨，26—32℃；周三多云到阴，午后阴有阵雨
或雷雨，27—32℃；周四多云到阴，午后阴有阵雨或
雷雨，27—32℃；周五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6—
31℃；周六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6—31℃；周日
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6—31℃。

立秋已至
余暑未消

本报记者张梦祥文/摄
陶赞年抹了把汗，又开始继续布置作

业现场，今年28岁的他显得有些老成。
陶赞年是国网台州市椒江区供电公司

带电作业班班长，这个班为保障居民用电，
常年在带电情况下作业。

7 月 22 日下午 2 时许，骄阳似火，室
外气温已接近 35℃，陶赞年及班子组员
已经带电作业了半个多小时，汗水不断
从额角流下，浅灰色的工作服上也已晕
出斑斑汗迹。

戴上绝缘手套体感升温15℃

当天下午，记者随同带电作业班来到
故障点。

标示牌、警示线、安全围栏布置……准
备工作就绪后，两名主要操作人员穿上厚
重的绝缘披肩，戴好绝缘手套，登上绝缘斗
臂车，分别将 3大块绝缘毯用夹子固定在

斗臂车一侧。
“黄色绝缘服采用特殊材质制成，密不

透风。一件衣服厚度约1公分，重量在4—5
斤，因此在炎热的夏季穿上更是闷热异
常。”陶赞年坦言，早前都是停电维修，现在
为了避免在高温天给居民用电带来困扰，
保证用电质量，基本都是带电作业，在用户
没感觉到的情况下把问题解决了，因此平
时作业时都要穿戴好绝缘工具。

虽然工作量并不大，但在高温环境下
还要警惕高压电，工作异常艰难。半个多小
时后，两名操作人员胸前和背后的衣衫已
经湿透，汗水顺着他们的额头和脸颊淌了
下来。陶赞年一边指挥地面与空中配合作
业，一边全神贯注地盯着斗内作业人员的
每一个动作，不时提醒安全注意事项，汗水
也不曾停下。

经过约30分钟的作业，抢修工作顺利
完成，只见两名工作人员头发、额头、脸上
密布汗珠。“平时我们在上面简单的操作需
要20分钟左右，碰到复杂情况最长的需要
2个多小时。”陶赞年说，等作业结束后下
来基本上浑身都是汗，有时还能拧出水。

“用电质量得到保障就好”

作业结束后，陶赞年撸起袖子，手臂上
下两截颜色分层明显。“家里人看我晒成这
样也很无奈，每天提醒我要做好防晒工作，
现在都放弃‘挣扎’了。”

“抢修工作都要争分夺秒，容不得耽
误。”他告诉记者曾有一次午休时，滨海工

业区一地突发引线断路，考虑到那边生产
企业多，一旦长时间停电将造成较大损失，
他们又匆匆赶去。

陶赞年说，带电作业对天气要求颇高，
一旦空气湿度、风力等因素达不到作业条
件，就无法进行，因此大多都是晴好天气外
出作业多。

“相较于往年的高温天，今年气温还算
温和。但是考虑到今天要跑 4个点，早上 5

点半就出门了。”陶赞年表示，为了保障作
业安全，平时安排作业时都会尽可能避免
一天中最热的时间段，因此忙碌时往往都
是一早便出门了。

他坦言，带电作业是一门辛苦活，高温
下的带电作业更是辛苦且危险，需要具备
胆识、技术和体力。“不过，只要用户用电质
量得到保障就好，我们辛苦一点也没什么，
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电力工人：戴上绝缘手套体感升温15℃

图为电力工人正在带电作业图为电力工人正在带电作业。。

本报记者张梦祥

暑期，溪滩、河边等区域成了不少家
长带孩子玩耍的好地方，但一不留神，便
可能发生溺水。近日，有天台市民在本地
论坛发帖称，外出游玩时遇到一孩子溺
水，家长却在旁玩手机，庆幸的是孩子被
热心市民及时救起，并无大碍。他呼吁广
大家长带孩子外出戏水时一定要加倍注
意，警惕溺水。

“游泳池、水坑、池塘、河流、溪水、海边
等场所都是溺水意外的高发地点，尤其是

没有安全防护和专业救援力量监护的地
方，在炎热的夏季，更是容易成为游泳溺水
身亡事故发生的高危场所！”台州市人民警
察培训学校副校长、台州市公共安全教育
馆副馆长李长青介绍。

“防溺水，家长不能缺席。”他说，在
暑期防溺水方面，对负有监护责任的家
长而言，应该要做到四个明确知道：包括
明确知道孩子去向，知晓准确地点位置，
做到心中有数；其次明确知道孩子在做
什么；其三明确知道孩子和谁一起出去；
最后要明确知道，孩子何时回来。对于幼

童，尤其要做好看护，不能让其脱离监护
视线。

“手机是工具，不是玩具。”李长青提醒
家长，尤其是年轻家长，一定要养成正确的
手机观。他说，带孩子到游泳馆和水上乐园
等高危场所玩耍时，家长一定要学会克制，
不能被手机绑住视线。“一定要把注意力和
眼神停留在孩子身上，否则就容易出现意
外事件。”

需要注意的是，防溺水工作不只是针
对青少年和儿童，成年人也要引起注意。特
别是到野外游泳时，一定要带好救生设备，

尤其是会游泳的市民，更不能盲目自信，做
好预防溺水的各项措施准备。

“最好的防范就是心防，只有意识到
自身防范的重要性，时刻绷紧防溺水这根
弦，才能最大可能安全游泳、戏水。”李长
青特别提醒，暑假期间，家长们带孩子到
溪流湖泊中去游玩时，一定要注意戏水安
全。此外，在公园玩耍时也不可掉以轻心，
公园的湖泊也会出现溺水意外。另外，带
孩子们去水上乐园玩时，也要时刻监护好
孩子，防止在有游乐设施的水中玩耍时出
现溺水情况。

公共安全教育专家呼吁家长勿被手机绑架，切实担起监护责任

家长一旁玩手机，孩子玩耍时险溺水

本报讯（记者谷尚辉 通讯员葛素君）
近日，温岭对第二家泵与电机行业小微企

业生产废水集中收集处置项目试点招标入
围单位信息进行网上公示。

温岭有工业企业3.7万余家，其中小微
企业占92.7%，涉及汽摩配、水泵、电机、制
鞋制帽等多个行业。由于小微企业业主环
保意识相对淡薄，解决环保问题已然成为
必须逾越的一道“坎”。

目前，温岭已率先在泵与电机行业中
开展首个废水集中处置试点工作。“泵与电
机产业大多是小微企业以及家庭作坊，如
若让他们建设废水处理设施，最终可能会
因为治理成本高、转移处置难、缺乏环保专

业管理人才等问题难以有效实施。”台州市
生态环境局温岭分局审批科相关负责人介
绍，小微企业废水集中治理是一种新型的
第三方环境服务模式，让污染物交由专业
人处理。

据了解，本次试点项目招标是在大
溪镇第一家试点企业审批运行后新增的
一家试点企业，在允许收集水泵和电机
小微企业喷漆废水、超声波脱脂清洗废
水、水泵测试废水等生产废水的基础
上，通过专家认证和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同意后，可收集其他同类行业污染因子

相同且年产生总量 1000 吨以下的生产
废水。

“通过本次的扩面探索，可以让更多
的企业享受到政策的红利，保障小微企
业项目正常生产发展，避免因废水集中
处置企业运行不正常而影响小微企业正
常生产，也有利于形成市场良性竞争。”
该负责人表示，政府将会在引导实施的
过程中，推动相关配套机制建设，实现

“源头管控精细化、收运过程专业化、处
置能力匹配化、过程管理科学化、高压严
管常态化”。

让污染物交由专业人处理

温岭开展小微企业废水集中处置试点工作

本报记者周子凝

近日，教育部印发的《〈体育与健康〉
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在基本
保障小学 1－2年级每周 4节体育课，小学
3年级以上至初中每周3节体育课，高中每
周 2节体育课的基础上，鼓励中小学各学
段根据学校实际适当增加每周体育课时，
义务教育阶段可每天1节体育课。

一时间，该话题被家长和该学科任课
老师们所热议。

每天户外活动1小时得到
保障

许女士女儿就读于椒江区海门小学，
下学期升二年级。“一年级第一学期一周
安排了 5节体育课，到第二学期减少至 3
节，减少原因不知，但暂时没出现其他课
占用体育课的情况。”

对于每天要上一节体育课，许女士表
示赞同。“眼下，孩子们的学业压力很大，

作为家长变相地跟着焦虑。如果每天有适
当的体育运动，能帮助他们转换心情，以
更好的精神状态面对学习生活。”

记者了解到，今年4月，教育部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
工作的通知》就已经对中小学生体育看课
和锻炼时间提出具体要求，并要求确保不
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与健康课程和学生
校园体育活动。

台州市学院路小学体育教师郑露露
介绍，该校一至三年级每周有4节体育课，
高年级则是 3节体育课。“现在，体育课不
会随便被其他课占掉。每天学校都有大课
间活动，学生们参加做操、跳绳、跑步等。
另外，周三下午还有学科相关的社团活
动，孩子们每天 1小时的户外活动能够得
到保障。”

“我们学校每周上 3 节体育课，还安
排了‘快乐星期三’自选课，学生可根据兴
趣参与不同的活动。此外，每天下午第四
节活动课也可供学生参加体育活动。加上
大课间活动时间，学生们每天的体育活动

时间为 2小时左右。”椒江八中政教处主
任陶冶说，该校还专门为初三学生群体设
置了体育中考专项班，下学期将推广至全
校学生。

师资力量薄弱仍是主要问题

通过采访多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记
者获悉，各学校课程设置都是按照相关规
定。若每天安排1节体育课，师资力量薄弱
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多位体育老师都认为，现在不光城区
内，农村学校的教学场地、器材等硬件完
全能够满足学生上课需求，任课老师队伍
却存在较大缺口。

椒江区教育教学发展中心中小学体
育教研员陈爱国说，目前，椒江区平均每
位小学体育老师每周的课时量在 16—18
节，且大课间、带队训练、体质健康监测等
不包含在内，远远超出了相关规定的平均
课时量。“这直接反映了目前该学科的现
状，老师工作量大且编制队伍不足。”

学生的课时总量不变，若每天安排 1
节体育课，其他课程数量就会相应减少。
对此，陈爱国觉得，各地各学校要统筹各
学科情况，科学地排课。“以有14门课程的
小学为例，每天的课程已经被塞得满满当
当。就目前情况来看，大家还是比较注重
语数英科等文化课，音体美等非学科类课
程则在其后。若每天增加1节体育课，那么
就需要增加三分之一以上的任课老师。”

另外，陈爱国解释，老师们有自己的
业务，他们需要参加各类赛事、体育联赛
等，有时会缺课，此时就需要相关老师代
课。“但部分老师未接受过系统的体育学
科培训，在技术、技能方面不熟悉，反而让
学生的运动质量下降。”

“如果能实现每天1节体育课，体育活
动 2小时，那么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及身心
健康都有促进作用。”陈爱国说，大家要提
高对体育学科的认识并转变观念，了解运
动在增强体质、促进健康、预防肥胖与近
视、锤炼意志、健全人格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并养成终身体育的健康意识。

体育老师队伍不足，全面推行暂有难度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每天1节体育课？

本报讯（通讯员李一鎏）“今天有一个女的来
我这里买了烈性农药，看起来神色异常，怕是
要寻短见，麻烦你们查一下。”8 月 5 日上午 10
时左右，一名女子来到仙居县公安局田市派出
所求助。

接到求助后，值班民警李承霖根据该女子提供
的汽车车牌号码进行轨迹查询，确定了该女子姓柯。
随后联系了其丈夫朱某，获悉夫妻俩最近因为家庭
琐事发生了好几次争吵。

得到此信息后，更加确信了柯某有轻生的可能。
民警马上依据天网平台对车辆进行轨迹跟踪，显示
驾驶的车辆还在田市商业街附近。

考虑到田市商业街人员流动频繁，并且当时又
处于人员流动高峰期，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民警一致决定穿便服去寻找柯某。

经过10分钟左右搜索，一组人员在一个角落找
到了柯某。当民警询问是否购买了烈性农药时，柯某
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摇头否认。随后在民警耐心安慰
下，柯某主动说出最近跟丈夫闹了点矛盾，心里不舒
服，所以才想到喝农药自杀。

民警见到柯某主动诉说自己难处，于是联系
朱某来到现场。在民警劝导下，朱某意识到错误，
并主动向柯某道歉，还表示以后一定会好好对待
柯某。

女子购药欲寻短见
警民合力及时化解

本报讯（通讯员褚倩倩 郑舒杨）“这些蔬菜都是
我自己种的，早上刚摘下来。绝对没有打药，我自家
也吃。”“是很不错，我昨天买的黄秋葵很清甜孩子喜
欢吃，今天特意再来找你买。”近日，在天台县金盘路
疏导点的一个小菜摊前，摊主葛大爷边介绍边将客
人挑选好的蔬菜装袋，他的“爱心摊位”吸引了不少
人的目光。

原来，不少周边的农户急于售卖自产的蔬菜
瓜果，以减少近期接连降雨带来的损失。一时间，
城区沿街叫卖的农户明显增多。了解这一情况后，
天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城东中队负责人邱洪立即
采取便民服务措施，在金盘路疏导点专门划出一
个区块，并设立“爱心摊位”，优先给低收入人群、
老人使用。

小摊位，大民生。这一举措既改善了街面秩序，又
能让困难群众安心、安全售卖，可谓一举多得。“很多
市民仍保留‘赶集’的习惯，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自产
自销农户的瓜果蔬菜更新鲜。现在，我们把‘爱心摊
位’设置在疏导点里，很多人反映烟火气回来了。”邱
洪说。

目前，天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在老城区的金盘
路疏导点、杏庄疏导点，以及新城农贸疏导点设置了
若干的“爱心摊位”。这一举措在“引摊入市”改善城
市环境的同时，还为部分老年人、困难群众解决了生
计问题，真正做到为群众送暖，为市民解忧，增添了
人情味。

天台设立“爱心摊位”
临时疏导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