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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发通知战高温

户户外外超超3388℃℃
环环卫卫工工停停止止作作业业
本报记者 唐园园 罗静 朱迎雪

刘雅菲 张阿凤
见习记者 赵夏晔

烈日下建筑工地
都安排了休息时间

烈日炎炎的午后，在济南历山路一
处建筑工地上，焊工老高脸戴黑色面罩，
眼部有眼镜保护，拿着焊接棒，直面火花
四溅。背部的衣服已经湿透。每次焊接
时，火花四溅，温度急剧增高。“热啊，也
受不了。总感觉要缺氧了似的。”老高虽
然这样说，但他一刻不得闲，从早晨六点
到晚上六点，老高说一天要焊接多少个，
他也不清楚。

对于烈日下工作，工人们笑着说，
“这有什么受得了，受不了，干这行就这
样。”解决酷暑，工人老李最爱喝水，从市
场买的两升装的水杯，他一天能喝三瓶。

工地另一侧，一群工人正在忙着搬
运钢材。刚刚经过中午酷晒的钢筋温度
更高，记者手摸了一下，感觉钢筋发烫。
工人手上都戴着针织手套，胳膊露在外
面的部分已经变成了黑红色，豆大的汗
珠正在慢慢流下。

记者走访多个工地发现，目前济南
建筑工地在中午时间段都给工人安排了
休息时间，根据工种的不同，休息的时长
也不一。但目前来看，并没有因为特定高
温天气，而延长休息时间。

在历山路一建筑工地上，下午两点
半大部分工人已经在忙碌着：运水泥、卸
钢材、挖地基等。一工人告诉记者，他们
现在执行的夏季休息时间，每天中午十
一点到下午两点休息，“活多的就加班
干，没有的就休息。”

在花园路一建筑工地中，下午刚两
点工地上就咣咣当当地干起来。“中午十
一点到下午一点休息，上吊车的能晚些，
下午两点上班。”工地一负责人告诉记
者，室内工人与室外工人作业时间不一
样，为了给工人降暑，他们还发放了防中
暑的药、风油精等。

7月11日，德州各县市区气温均达到
了37℃以上，乐陵、庆云、德州等6个县市区
气温达到了38℃以上。连续的高温天气，城
区不少建筑工地上，工人也都在紧张施工。
部分施工方考虑到高温作业，已将下午上
班时间推迟到三点半左右。

济南市专门发通知
学校要减少户外活动

7月11日济南气象局发布高温橙色
预警信号后，济南市专门发出通知，对高
温天的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安排，通知要
求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按照职责，切
实落实各项高温天气防范应对措施。卫
生计生部门要加强救护一线力量，及时
救治中暑患者。教育部门要减少或暂停
师生各种社会实践、实习和夏令营等户
外活动。各级各类学校和公共游泳场所
要高度重视学生和未成年人安全，防止
发生溺水事件。

当日，济南市建委也发布通知，要求
各参建单位落实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
法，合理调配高温天气下施工人员的作
业时间，避免高温时段户外作业。并积极
为从业人员创造良好的作业和休息环
境，预防中暑、食物中毒等安全事故；施
工现场必须保证防暑降温饮品的充足供
应，向作业人员发放防中暑药品。

此外，济南市城管局也下发通知，调
整高温时段环卫工作业时间。当天气预
报最高气温超过35℃时，中午11点至下午
3：30，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超过38℃
时全天停止户外作业。

派出多路监督人员
检查高温下室外施工

11日，淄博发出了高温红色预警后，
淄博市质安站通过短信、微信群等方式
向各施工单位下发停止室外作业通知，
并要求施工现场给工人备足开水，必要
时准备绿豆汤、淡盐水等。

采取这些措施后，质安站还派出多
路监督人员检查是否有在高温下室外施
工情况。“我们中午没吃饭去检查的，分
多路对市直属的50多个在建项目检查。”
16:00左右，这些工地全部检查完。据悉，
此次检查，所有市直属工地均已停止室
外作业，并配备了开水和绿豆汤。

德州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也表
示，根据《山东省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
法》(省政府令第239号)等文件要求，在下
列高温天气期间，施工单位应当合理安
排工作时间，减轻劳动强度，采取有效措
施，保障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据淄博电网的工作人员介绍，受持
续高温天气影响，淄博最高用电负荷一
直处于高位运行态势，主要原因是企业
和居民制冷负荷的不断增加。针对高负
荷情况，淄博供电公司目前安排人员24
小时值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负荷走
势，加强电网负荷的在线监测和电力平
衡分析，精心组织机组处理，以此增加供
电能力。

夏季天气炎热，长期处在高温、
高热的环境中，极易导致中暑。枣庄
市立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副主任医
师刘建提醒广大市民，中暑不是小
事，轻者出现头晕、头痛的症状，重
者发生昏迷，甚至危及生命安全，切
不可掉以轻心。

“我们日常所说的中暑主要是
指夏季日照强度大、温度高，长时间
进行户外作业或运动，导致身体出
现不适的情况。”刘建介绍说，“这种
阳光暴晒引起的不适，根据临床表
现可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
中暑。其中重症中暑又分为热痉挛、
热衰竭和热射病，严重的将出现脏
器衰竭，导致患者死亡。”“此外，室
内人员也应该注意，长时间在没有
空调、不通风、闷热的房间里，身体

不能很好地进行自我调节，出现头
晕不适，也是一种中暑的表现。”

刘建强调，一些身体素质较差
或有其他疾病的人，如老人、儿童、
孕产妇、心血管病患者、糖尿病患者
等更容易出现中暑，所以在炎热的
天气里自己和家人就更要注意。一
般人应注意出行躲避烈日，别等渴
了才喝水，多吃水果蔬菜，保持充足
睡眠，谨防中暑。户外或工厂里的高
温作业者、在室外上体育课的学生
等人群，应该隔一段时间到阴凉通
风处休息，并应做好防暑准备。心脑
血管疾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平时体
质弱的人以及颈椎有问题、脑供血
不足的人，应避免到易使人中暑的
环境去。
本报记者 刘建通 时尚 靖亚如

11日上午9点，济南市图书馆新馆开
门前，等待进馆的市民排起了百余米长
龙，弯弯曲曲的有三四百人。据图书馆工
作人员介绍，眼下正值暑期，图书馆每天
接待读者 6 0 0 0多人，比上个月多了一
倍。记者看到，除了前来看书的市民，还
有不少“蹭凉一族”。图书馆内有热水和
网络，再加上冷气十足，不少市民带着
宝宝来，还有一些老人坐在馆内的沙发
上休息。

炎热的天气让不少在家待不住的市
民来到人防商城纳凉。中午，在经十一路

英雄山人防商城，记者看到座椅上坐满纳
凉休息的市民。

“坐公交从堤口路过来的，下午在这
儿呆几个小时，傍晚再回去。家里空调坏
了，家附近也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纳凉点
儿，在这儿看看书、读读报挺好的。”刚刚
退休的济南市民老张说。

据了解，今年济南共向市民免费开放
5处人防工程纳凉点，英雄山人防商城内
还有WiFi设备，供市民免费使用。目前，纳
凉点的开放时间是9点30分至20点。

本报记者 唐园园 王媛

为进图书馆，三四百人排百米长龙

葛小贴士

出行躲避烈日，别等渴了才喝水

■高温红警·应对

11日上午9点，济南市图书馆新馆开门前，等待进馆的市民排起了长龙，弯弯曲曲

的有三四百人。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11日，面对高温来袭，我省多地都发布了高温预警。记者在工地探访发现，建筑
工地在中午时间段都给工人安排了休息时间。热浪袭城之下，各地政府部门和各个
行业也都做出了积极反应，发出通知采取预防措施，迎战高温。

7月10日，德州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但沥青铺路工仍顶着烈日在马路上工作。

每隔10分钟左右，工人们就要用炭火烤去附着在铁锹上的沥青，高温天气下围着燃烧

的炭火盆可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儿。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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