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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服务·实用

□ 记者 陈春 通讯员 杜成

本报讯 日前，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发

布东扩区块管网修复改造工程管网清淤及检

测招标公告，涉及辖区内 10 条街道，长度

8600余米的地下管网。据了解，该项目将于 7
月初开始清淤及检测，预计 11月份开始修复

施工。

近年来，因为沉降、重压等原因，丽水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地下管网出现了破损、污水

渗漏等问题。为此，该区建设部门统筹谋划，

决定启动地下管网修复改造工作。

此次东扩区块管网修复改造工程项目涉

及开发区 10 条街道，整体修复长度约 8650
米。其中，局部修复的管道 4230米，开挖修复

的管道 680余米。此外，还有管道冲洗 15000
米，井盖更换 1088 座，项目总投资约 5000 万

元。下一步，建设局还将推进水阁区块管网

修复改造，切实保障“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开发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地下管网修复

改造工程是开发区基础设施补短板的重要内

容，对开发区的经济建设起到良好的推动作

用。

10条街道，8600余米

丽水开发区启动
地下管网修复改造

□ 记者 廖王晶 通讯员 王俊波 张茜

本报讯 动员千遍，不如实战一遍。为切实

做好事故防范，提升石油化工火灾应急处置能

力，昨天上午，丽水市应急管理、丽水市消防救

援支队、中石化丽水石油分公司联合举行大型

油罐火灾事故处置联合演练。

此次演练模拟油罐输油管线发生泄漏引发

火灾，现场人员从报警、报告、启动应急预案的

标准化应急处置流程，以及应急管理、公安、消

防、卫健、生态环境等部门从接警、出动和集中

扑救的应急救援流程。通过实战演练，检验了

企业“一分钟”应急处置能力，以及消防综合救援

队伍的专业救援能力，进一步增强应急意识，完善

应急预案，提升应急能力。

记者了解到，丽水应急管理部门成立以来，始

终以“能应急、应好急”为导向，一切为了实战、一

切围绕实战、一切服务实战，做到每月有演练、月

月有重点。通过不断演练、不断复盘分析和查补

短板，培育出一批训练有素、作战有力的应急救援

队伍，加快应急处置模式和机制的专业化、标准

化、数字化建设，为丽水高质量绿色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应急安全保障。

我市开展大型油罐火灾事故应急处置联合演练

□ 记者 刘烨恒 通讯员 刘春龙

本报讯 近日，丽水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组

在白云森林公园开展丽水市生物多样性本底调

查工作，记录到了多种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

深夜，在白云山一处山涧附近，正在调查两

栖动物的队员忽然呼喊道：“尖吻蝮，快取蛇

钩！”同行队员赶紧取来蛇钩，将一条长 1.2 米、

重约 3 斤的尖吻蝮从溪沟边的灌木下挑出来。

亲眼见到了活体，调查队员没有因尖吻蝮的剧

毒而感到害怕，而是进行了详细的电子标本采

集。尖吻蝮俗名五步蛇，近年因为遭到大量捕

杀，已经被列为濒危物种。

除了尖吻蝮外，在本次活动中，项目调查组

还拍到了黑眶蟾蜍、阔褶水蛙、福建掌突蟾等各

种蛙类以及铅山壁虎、赤链华游蛇等爬行动物。

“一般来说毒蛇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除非你

对它造成了威胁或进入了其领地。”丽水生物多样

性本底调查组相关专家介绍，白云山上蛇类较多，

市民到山上跑步锻炼、游玩纳凉时，一定要注意自

身安全，遇到蛇类不要主动招惹。

丽水市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工作在白云山进行

调查组实拍到剧毒蛇尖吻蝮
专家提醒：白云山蛇多，锻炼纳凉的市民请注意安全

□ 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刘璐媛

本报讯 因身体原因行动不便无法出门，

但是又需要办理证件，怎么办呢？记者了解

到，对于老、弱、病、残等行动确有不便的特殊

人群，松阳警方都可以提供“上门办证”服务。

“警察同志，真是麻烦你了，特地来我家

帮我妈办身份证，谢谢你。”昨天上午，松阳县

赤寿乡卯山后村，一位中年男子不住地向民

警道谢。

男子的母亲郭某今年 81岁，因患肌肉萎

缩长期卧病在床，前段时间，郭某的身份证丢

失了，没有身份证，她看病配药都极为不便。

然而郭某无法出门，就委托其儿子到古市派

出所咨询补办身份证事宜。

昨天上午，户籍民警徐根美赶往郭某家

中，拍照、审核、签字，一系列流程下来，就把

身份证办好了。“因为前期进行封闭式训练，

积压了好几项上门办证业务，得早点落实，让

群众安心。”帮助郭某办理好补办身份证材

料，徐根美又匆匆赶往另外一个村。

古市镇东角垄村的潘某也是因为腿脚不

便预约了上门办证服务。“古市派出所服务好

啊，我公公身份证丢了，民警还上门帮我们办

证，可给我解决了个大难题。”直到民警走远，

潘某的儿媳妇还在向邻居夸赞民警服务好。

在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中，松阳县公

安局推出了一系列温情服务，而免费为老、

弱、病、残等行动确有不便的特殊人群提供

“上门办证”服务就是其中一项举措，真正把

“窗口”开到了百姓家。

■ 最多跑一次 群众好办事

上门办理身份证

松阳公安局便民
“窗口”开到村民家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陶桃

本报讯 入梅以来，我市雨水增多，气温升

高。在湿热的环境下，各类野生菌菇生长旺

盛。这时，就会有人忍不住去尝尝“鲜”，结果把

自己送进了医院。昨天，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

解到，进入六月以来，我市已经报告了两起食用

蘑菇中毒事件，两个家庭的六口人被紧急送

医。市疾控中心特别提醒，市民要注意“不采

摘、不买卖、不食用”野生蘑菇。

这两起中毒事件都发生在松阳。6月 1日，

松阳县古市镇的王阿姨在自家桔子地里采摘了

2斤多野生蘑菇，做成蘑菇汤给一家人食用。到

了晚上 9点多，只喝了几口汤的 5岁孙女突然开

始恶心呕吐，之后王阿姨和儿子也都出现了同

样的症状，还伴有腹泻。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蘑

菇可能有毒。2日凌晨，一家人急忙赶到医院。

经诊断，他们得的是急性肠胃炎。经过输液治

疗，当天上午，他们的症状基本消退。

6 月 7 日，松阳县斋坛乡小石村的潘阿姨，

在家门口的田边采了 6朵野生蘑菇，午饭做了蘑

菇汤给家人食用。下午 3点左右，潘阿姨的女儿

出现呕吐症状，随后她和老伴也先后发病，一家人

急忙赶往医院治疗。目前，潘阿姨老伴的胃肠道

还有些不适，其他人已基本恢复正常。

事后鉴定，这两家人误食的都是一种名为大青

褶伞的毒蘑菇。所幸这种蘑菇毒性较轻，而且中

毒患者就医及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据了解，全市已知的大型真菌共有 1000多种，

其中可食用的有 310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有 270多

种，而有毒的菌类至少有 170种。由于毒蘑菇的毒

素物质极其复杂，而目前对有毒菌类的研究还比

较有限，所以现在并没有解毒的特效药。

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毒蘑菇内所含的毒

素种类、含量，会因季节、生态环境而变化，新鲜的

毒蘑菇中，毒素含量非常高，这些毒素会对人体组

织器官造成极大的损害，严重时会导致死亡。

那么，万一误食了毒蘑菇该怎么办？工作人员

介绍，误食有毒菌类出现身体不适时，首先要催

吐，以吐尽为宜，或食用泻药致腹泻。当然，最稳

妥的还是尽早到医院诊断治疗。

“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菌类的人，是很难判断野

生蘑菇有没有毒的。所以，对于野生蘑菇，最好都

不要采摘食用。”该工作人员说道。

一周之内 6人误食毒蘑菇入院治疗
市疾控中心提醒：不采摘、不买卖、不食用野生蘑菇

队员在

白云山拍摄

的尖吻蝮

阅读提示

松阳两个家庭6口人误食毒蘑菇，被送入医院治疗。市疾
控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普通人很难识别有毒蘑菇，对于野生蘑
菇，最好都不要采摘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