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雾天枣庄高速没封路
未对交通造成太大影响

本报枣庄11月27日讯(记
者 李淼) 27日，枣庄市突
遇一场大雾，能见度相对较
低，给枣庄市民的出行带来
了一定的影响。虽然能见度
较低，但大雾天气未对枣庄
的交通造成较大的影响。

27日，记者在枣庄市市
中区的各主要街道发现，街
上行驶的车辆都以较慢的
速度缓慢行驶。一位姓吴的
司机告诉记者，由于今天雾

气较大，能见度较低，因此
他开车时十分小心。“我最
快 只 敢 开 到 4 0 迈 ，安 全 第
一。”吴先生表示。而另一位
行人告诉记者，虽然他骑自
行车出行，但是也不敢骑得
太快。“我害怕骑快后，看不
见前面的车子再不小心撞
上，而且路上视线不好，万
一与汽车发生摩擦那就不
好了。”他告诉记者。

一位正在执勤的女交

警告诉记者，大雾给枣庄市
内的能见度造成了影响，车
辆都减速慢行，但是大雾对
枣庄市内交通并未造成多
大的影响。“红绿灯都可以
看见，交警都在正常指挥，
因此车辆行驶有序。但是在
雾天，司机应当减速慢行，
保持安全车距，注意交通安
全。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和非
机动车辆较多的路段，司机
应当高度集中精力，注意行

车 安 全 。”该 交 警 告 诉 记
者。

据介绍，此次大雾对枣
庄高速路影响也不是很大。
枣庄交警支队高速大队大
队长孙世军告诉记者，枣庄
市高速路上的能见度大约
在 2 0 0米，并没有封闭高速
路，而是加强巡逻，加强指
挥疏导，此次大雾并未对枣
庄境内的高速公路带来较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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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平镇计生协三措施拓宽服务领域

枣庄市峄城区阴平镇计生协

三项措施拓展服务领域，全面加

强协会建设，为打造和谐计生发

挥积极作用。

提升参与能力。镇计生协积

极开展以生育关怀为重点的拓展

服务活动，强化服务能力，拓展服

务领域，还全面加强了各级协会

组织建设，提高了协会工作能力。

扩大宣传影响，推动服务活动

全面开展。组织广大会员积极参与

计生宣传活动，婚育新风进万家活

动，关爱女孩、救助贫困母亲等活

动。利用春节、“5 . 29”、世界人口日等

有利时机，组织会员开展大型集中

宣传活动，宣传计生国策。

发挥职能作用，帮群众共同

致富。计生协大力开展了“会员

学科技”、“幸福工程献爱心”等

活动，帮群众发展经济、增加收

入、脱贫致富，同时大量吸收致

富能人入会，让他们为群众传授

致富经，走共同致富道路。

（冯岩 胡乐伟）

阴平镇以“四心”工程打造计生优质服务

枣庄市峄城区阴平镇计生服

务站以满足育龄群众需求为导

向，以提升优质服务能力为突破

口，以"四心工程"打造计生优质服

务。受到群众称赞。

改善服务环境，让群众舒心。

投资200万元对镇计生服务楼及内

部设施进行更新、配套。同时辐射

和带动村级服务室改善服务环

境，使每一位被服务对象感到温

馨、宁静、放松，让他们感到舒心。

提高服务质量，让群众放心。

严把技术服务人员准入关，切实

加强培训，提高职业素质。严格责

任追究制度，用制度加以规范。术

前进行耐心细致的指导，术后进

行随访，确保手术质量，时刻让群

众放心。

畅通服务流程，让群众顺心。

计生服务站内各种人性化标识醒

目，张贴和悬挂了办事指南、工作

程序、免费服务项目、各类优惠政

策享受对象等相关内容，极大地

方便了广大育龄群众，让接受服

务的群众顺心。

开展感动服务，让群众称心。

开展“五个一”服务，即“一张笑脸

相迎，一句你好问候，一片热情接

待，一片诚挚办事，一声再见相

送”。 （冯岩 胡乐伟）

阴平镇三推进做好计生宣传工作

枣庄市峄城区阴平镇开展

计生宣传三推进，积极引导育

龄群众树立科学、文明、进步

的婚育观念，收到较好效果。

一、推进入户宣传。阴平

镇实施宣传精品入户工程，制

作实用宣传品，将计生政策法

规、生殖保健、避孕节育、优生

优育等知识印在挂历、纸杯、扇

子、围裙等日用品上送到群众手

中，让群众随时观看学习。

二、利用文化大院推进人口

宣传。在人口大院建立新家庭书

屋，配备远程教育设备、计生图

书和生育文化传递袋，成为生育

宣传文化阵地。

三、推进社会宣传。把计生

宣传融入群众性活动之中，经常

组织民间艺人，利用青年结婚聚

集人多，演出由镇文艺宣传队编

的计生文艺节目，寓教于乐。同

时举办趣味运动会、关爱女孩知

识大赛，展示计生家庭风采。

（冯岩 胡乐伟）

“三个强化”推进计生协建设

今 年 以 来 ，枣 庄 市 峄 城

区阴平镇进一步强化协会领

导 能 力 、组 织 形 式 和 会 员 队

伍建设，镇、村协会真正发挥

了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自我监督的职能，提升

了 协 会 的 生 命 力 和 凝 聚 力 ，

在工作中该镇做到：

一 是 强 化 领 导 能 力 建

设，在镇、村协会班子中由镇

党 委 副 书 记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任 会 长 ，进 一 步 调 整 和 充 实

了协会的领导力量。

二 是 强 化 组 织 形 式 建

设 ，按 照“ 便 于 管 理 、活 动 方

便 ”的 原 则 ，对 2 0 7 个 会 员 小

组 进 行 了 重 新 划 分 ，建 立 了

会 员 联 系 户 制 度 ，使 群 众 能

够 时 常 与 协 会 保 持 联 系 ，及

时沟通信息。

三 是 强 化 会 员 队 伍 建

设，将致富能人、婚育新风先

进 典 型 吸 纳 到 协 会 中 来 ，充

分 发 挥 他 们 的 特 长 ，为 建 设

大协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冯岩 胡乐伟）

大雾过后，气温骤降6至8℃
今起伴有阴雨天气

本报枣庄11月27日讯 (记者
赵艳虹) 持续两天的大雾天气，给
市民的出行与健康带来一定的影
响。而28日，伴随着一场冷空气，枣
庄将迎来阴雨天。

26日早晨，枣台路段开车的市
民表示，部分地区出现能见度最低
10米的雾天，开车都没有开车窗，防

止有毒气吸入体内，最高速度只开
到了40迈。

“早晨起床，拉开窗帘，外面白
茫茫的一片，仔细一看，原来今早起
大雾了，近处的房屋与树木都变得
模糊。”一位早上准备出去晨练的市
民说。一名初中生告诉记者，只能看
到前方十来米的路。27日早晨，记者

看到路上的汽车、摩托车都放慢了
速度，都打开了雾灯，并按着喇叭

“嘀嘀”地响个不停。
据枣庄气象台观测，27日最低

能见度200米。预计11月28日至12月2

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枣庄将先后
出现4～6级偏北风，并伴有6～8℃
的降温。由于北方大部地区气温下

降明显，气象专家提醒人们及时增
加衣物，防范流感、呼吸道和心血管
等疾病的发生。

此外，28日开始的阴雨天气将
对交通、电力、农业等造成影响，相
关部门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工作。
此次阴雨过程则利于冬麦区墒情，
农区底墒更加充足，利于冬小麦安

全和生长发育。
医生提醒，天气较凉，较易发

生感冒，请适当增加衣服，体质较
弱的朋友尤其应该注意防护。大
雾天气使空气质量明显降低，影
响身体健康，居民需适当防护；由
于能见度较低，驾驶人员应控制
速度，确保安全。

晨练别太激烈

饮食尽量清淡

本报枣庄11月27日讯
(记者 杨霄 ) 连续两日
的大雾，不但给人们的出行
带来不便，雾中集结的“脏
物”，也让不少市民开始咳
嗽，感觉呼吸不畅。医生建
议，雾天晨练不要太激烈，
出门时最好戴上口罩，以减
少吸入有害物质。

据枣庄市立医院呼吸
科医生章世贵介绍，雾气里
漂浮着粉尘、烟尘、病毒和
结核菌等有害物质。一旦人
体吸入后，就会刺激呼吸
道，出现咳嗽、闷气、呼吸不
畅等。在大雾天气，市民们
应该减少在室外的时间，尤
其是年老体弱和患有呼吸

道及心血管疾病的人，出门
时最好戴上薄口罩。部分
市民喜欢晨练，但是在雾
天晨练时间不宜过早，最
好等太阳出来。市民在晨
练前要适当喝点开水。锻炼
项目不宜过于激烈，以快走
的方式为最佳。除了戴上口
罩等措施外，市民也可以通
过饮食来排毒。要注意饮食
清淡，少吃辛辣的刺激性食
物，适当多吃一点蛋白含量
丰富的物质。用豆腐等含有
丰富的植物蛋白的物质比
较合适，但是由于老年人肾
功能下降，对蛋白的代谢功
能下降，不建议老人吃太多
豆腐。

出门尽量少

外出戴口罩

本报枣庄11月27日讯
(记者 李泳君) 27日，枣
庄市出现了大雾天气，能见
度很低，大雾天气给环境造
成了一定的影响，环保部门
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出行，特
别是对于一些呼吸系统患
者，尽量减少在室外活动，
必要的时候戴上口罩。

枣庄市市中区环境监
控中心主任潘丽告诉记者，
大雾天的时候空气中直径小
于等于10微米的可吸入颗粒
物即PM10较多，另外，二氧化
硫、一氧化碳、二氧化氮等有
毒物质的浓度相对较高。

枣庄市市中区监控中心
的岳萧告诉记者，如果空气
中的污染物浓度很高，这时
候再出现雾的话，人们吸入
有害物质的可能性就很大。

据了解，雾中有包括
硫酸盐、铅、锰等在内的20

多种对人体有害的细颗粒
有毒物质。这些物质会对
人体的呼吸道产生影响，
可能会引起急性上呼吸道
感染、急性气管支气管炎
及肺炎、哮喘发作，诱发或
加重慢性支气管炎等。

大雾来袭
26日上午，枣庄市市中区到台儿庄区的路段被大雾笼罩，记者发现部分路段能见度不

到10米，车辆纷纷减速行驶。27日上午，枣庄市市中区到峄城区的路段也出现了大雾，但相

对26日的大雾，能见度稍微高点。图为26日枣台路段的大雾。 本报记者 武春澍 摄

根据环保部今年发
布的《环境空气PM10和
PM2 . 5的测定重量法》，
悬浮在空气中对人体危
害最大的是直径小于10

微米的浮游状颗粒。直径
小于等于10微米的可吸
入颗粒物被称为PM10。

格链接

何为P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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