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厨房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温暖与

幸福。然而，那些潜藏在管道、灶具

间的安全隐患，却如同“隐形杀手”，

随时可能将这份美好化为危险。家

住离石区滨河街道水文站小区的马

小红，至今仍对去年冬天那场燃气

泄漏的“惊魂时刻”心有余悸。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正当马

小红准备休息时，一股刺鼻的气味

突然在房间弥漫开来。凭借敏锐的

警觉，她迅速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

漏，立即叫醒家人，打开所有窗户通

风，并第一时间拨打了燃气抢修电

话。“当时那股怪味越来越浓，越闻

越像燃气味，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

眼，生怕发生什么意外。”马小红回

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很后怕。

燃气公司抢修人员火速抵达现

场，经过细致排查，终于找到了“罪

魁祸首”——厨房的燃气胶管因老

化破裂，导致燃气悄然泄漏。抢修

人员一边熟练地更换胶管，一边耐

心解释：“这种胶管的使用寿命通常

只有 18个月到 2年，一旦老化，表面

就会出现细小裂缝，燃气便会顺着

缝隙逸出。”经过这次事件，马小红

在家中燃气安全方面变得格外谨

慎，还经常提醒身边人注意检查。

危险的种子往往藏在被忽视的

角落。在马小红邻居张大爷家的厨

房里，一台“超龄服役”的老式燃气

灶具同样令人担忧。这台灶具外观

陈旧，按键磨损严重，每次点火都需

要反复按压好几次才能成功。面对询问，张大爷

坦言：“用了十多年了，一直没出过大毛病，就没想

着换。”殊不知，这台“坚守岗位”多年的灶具，早已

暗藏危机。

根据相关标准，燃气灶具的正常使用年限为

8年。超期使用的灶具，内部零部件严重老化，密

封性能大幅下降，燃气泄漏风险显著增加。同时，

其燃烧效率也会降低，燃烧不充分时还可能产生

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这类超期灶具不仅浪费燃

气，更关键的是安全风险直线上升。一旦出现故

障，燃气很可能无法及时切断，极易引发严重事

故。”家电维修专家刘师傅提醒道。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绝非一句空洞的

口号，而是全民践行的行动准则。居民只有主动

排查身边的安全隐患，才能守护好家庭的幸福安

宁，筑牢社会的安全防线，让温暖的烟火气永远飘

香。

有人不等高压锅完全泄压就急于开

盖，对着喷气孔徒手拆卸限压阀，蒸汽裹

挟着高温汤汁瞬间喷涌而出；有人嫌佩戴

绝缘手套麻烦，湿着手去插拔电熨斗的插

头，却被突如其来的电流狠狠“咬”了一

口；还有退休老人照着视频教程，在阳台

用台锯切割木料，却把电源线缠在了转动

的锯轴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疏忽，实

则是安全意识淡薄的体现。很多人总抱

着“这次不会有事”的侥幸心理，却不知每

一次违规操作，都在无形之中埋下了危险

的种子。

不 久 前 ，家 住 离 石 区 罗 马 世 家 小 区

的张阿姨发现客厅顶灯熄灭，想着赶紧

换灯泡做饭。她从储藏室搬出梯子，看

到光滑的大理石地面时，虽犹豫过是否

找 防 滑 垫 ，但 转念觉得“就换个灯泡，应

该没事儿”，便直接架起梯子。当她爬到

第三级时，梯子因地面打滑突然侧滑，张

阿姨连人带梯摔倒，右腿传来钻心剧痛，

当 场 无 法 动 弹 。 家 人 送 医 后 诊 断 为 右

胫骨平台骨折，需要手术。她卧床休养

两 个 多 月 ，不 仅 要 忍 受 康 复 痛 苦 ，还 需

家人轮流照料。事后张阿姨懊悔不已：

“ 不 该 存 侥 幸 心 理 ，这 样 付 出 的 代 价 太

大了！”

侥幸心理的产生，往往源于人们对风

险的低估和对自身经验的过度自信。殊

不知，意外的发生往往就在一瞬间，一次

小小的疏忽，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

剧。

安全生产月的意义，正是要我们要从思想上重视安

全，摒弃侥幸心理，将安全意识深植于内心。在行动上，

从检查电工具的电源线是否破损，到确保燃气设备的通

风环境；从正确佩戴防护装备，到定期维护保养，每个细

节都是一道安全防线。同时，还应主动学习安全知识，

了解各类家用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和应急处理措施，提

高自身的安全技能。

当“人人讲安全”成为习惯，“个个会应急”化作本

能，我们才能让家用工具真正服务于生活，而不是成为

威胁安全的“隐形炸弹”。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只

有时刻保持警惕，重视每一个安全细节，才能守护好家

庭的幸福与安宁。

消防设施——灭火器、消防栓、应急灯等，本

应是守护我们生命安全的“钢铁卫士”，但现实中，

它们却可能因管理不善、维护缺失而“失效”。如

何让这些“守护神”永不失效？记者走访社区、商

场、企业，探寻消防设施管理的最佳实践，并邀请

专家支招，帮助公众提升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

在市区城南某老旧小区，记者发现灭火器摆

放得整整齐齐，压力很足。居民王阿姨说：“社区

的工作人员经常检查，一旦着火就能及时用上。”

在市区城东某老旧小区，记者随机查看了楼道内

的灭火器，发现多个灭火器的压力表指针指向绿

色区域，生产日期显示为 2023 年，小区物业负责

人坦言：“消防部门每年都要检查，火灾虽是小概

率事件，但我们要时时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

在市中心的某商业综合体，记者向工作人员询

问消防栓的水压，发现都很正常，消防栓阀门干干

净净，连接水带后有水流出。商场保安表示：“消防

栓很重要，虽然很少用，但平时有专人检查。”

记者走访某写字楼时，记者发现楼层的应急

照明灯正常，安全出口标识清晰。一旦停电应急

照明灯就会亮起。某公司员工表示：“我们明白应

急照明灯的重要性，平时也会注意保护。”

失效的消防器材等于“无枪的战士”。消防设

施失效，就像战士上战场发现枪里没子弹。“消防栓

无水、应急灯损坏等问题同样致命。火灾发生时，

浓烟会迅速遮蔽视线，如果应急灯不亮，逃生者可

能被困在黑暗中；如果消防栓没水，消防员赶到后

也无法立即展开救援。”消防部门的专业人士说道。

消防设施是生命的最后防线，唯有“日常维

护+科技赋能+全民参与”，才能让“守护神”永不

失效，真正筑牢社会安全屏障。

筑牢安全防线，从你我做起，从“会应急”开始。

“安全生产月不仅要加强宣传，更要落实到行动。”某社区

安全负责人王女士说，她所在的社区近期还组织了消防演练，

很多人积极参与，一但遇到火灾时学到的知识就能救命。

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消防安全不是“别人的事”，而是

每个人的责任每个人的责任。。只有公众从自身做起只有公众从自身做起，，主动查找身边隐患主动查找身边隐患，，学习学习

应急技能应急技能，，才能真正筑牢才能真正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千家万户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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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康桂芳

作为短途的交通工具，电动自行车因轻便、便

宜等诸多优点深受大家的喜欢。但是这种方便快

捷的交通工具如果使用不当也会引发严重的安全

问题，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

近年来，小区内电动车的充电难问题给居民

带来困扰，特别是在一些老旧小区内部，因为充电

设施不完善，部分居民直接从家里私拉电线到楼

道、楼下进行“飞线”充电，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在市区某小区内，几乎每一栋单元内都有电动车

存放。这些电动车堵塞楼道使得逃生通道狭窄难

行，楼体外部还可见乱拉的电线在半空中日晒雨

淋，长长的电线甩在楼体外俨然是夺命的“导火

线”。一旦电池起火，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小区属于老旧小区，为图方便，部分居

民直接从家里私拉电线到楼道进行飞线充电，我

们正在积极联系相关部门，协调设立集中充电

区。”小区物业负责人说。

除了飞线充电、入户充电，非法改装电动车也

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有一些人觉得电动车动力不

够，就通过解除限速、更换高电压电池等手段，将

电动自行车改造成速度堪比机动车的交通工具。

改装后的电动车速度快了，但也成了“夺命车”，埋

下了一系列严重的安全隐患。

据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电动车原厂

车经过试验设计等工序，安全性能有保障。而市

面上改装大功率的电动车控制器（主要用于控制

车速）和电机，很难保证与原厂电动车相关设计标

准匹配，同时电动车功率加大，无形中也给电动车线路安全埋下

隐患，极易引起自燃。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为了方便，在电动车上加

装雨篷或遮阳伞，这也有安全隐患，不仅可能剐蹭行人，还可能

在事故中造成致命伤害。”交管部门提醒广大电动车车主，非法

改装不仅违法，更会带来电池、电机、电路等不稳定因素，增加火

灾风险、行车事故和刹车失灵等安全隐患。为了自己和他人的

安全，广大车主必须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拒绝非法改装，确保安

全出行。

六月的吕梁，安全生产月的热

潮也随之涌动。在“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的主旋律下，一场由

党建联建引领的有限空间安全保

卫 战 ，在 离 石 区 城 中 社 区 悄 然 打

响，为居民们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

屏障。

早在 3 月 5 日，离石区城中社

区党支部与市城市公共停车设施

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的党建

联建座谈会上，有限空间安全隐患

排查就被列为“头等大事”。“地下

室、楼梯间等有限空间就像藏在社

区里的‘隐形炸弹’，我们必须主动

出击！”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语，道出

了大家的共同决心，也为后续行动

锚定了方向。

安全生产月到来之际，城中社

区里一支由网格员、滨河消防所队

员、吕梁泽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

部门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安全尖兵

队”迅速集结。大家化身“安全侦

察兵”，网格员凭借对社区地形和

住户情况的熟稔，带领队伍直扑隐

患重点区域。在市委家属院五号

楼 前 ，网 格 员 指 着 不 起 眼 的 铁 门

说：“这栋楼地下室杂物堆积，得重

点排查。”

推开斑驳的铁门，一股混合着霉味与腐臭的

刺鼻气息扑面而来，仿佛是危险发出的“警告信

号”。地下室里，昏暗的光线透过积满灰尘的小

窗勉强渗入，只见纸箱、旧家具、废弃建材堆积如

山。工作人员通过积极联系堆放物品归属人，耐

心地做好解释工作，引导其自行清理；对逾期仍

未清理的，工作人员化身为“宣传员”“保洁员”

“搬运工”，不让其成为消防安全的“绊脚石”。

“大家先把易燃物搬出去！”随即大家戴上口

罩、手套，开始清理工作。面对重达上百斤的旧

衣柜，大家弓着腰，咬牙抬起，在狭窄的通道里缓

慢挪动，遇到不愿配合清理杂物的居民，大家就

耐心解释：“这些东西堆在这儿，不仅容易引发火

灾，还容易伤到人……”一番劝说下，居民终于点

头同意，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堆积多年的杂物

被运出地下室。

离石区城中社区的这场有限空间安全保卫

战，不仅消除了一处处安全隐患，更让“安全”二

字深深烙印在居民心中。该社区负责人庞尔兰

表示，将继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密

安全防护网，守护万家灯火的安宁。

“别让‘头铁’害了自己，‘帽铁’才是守护

生命的可靠保障。”48 岁的杜兰峰是吕梁临

县人，是一个常年在建筑工地上摸爬滚打的

“老江湖”。他黝黑的脸庞刻满岁月的痕迹，

粗糙的双手布满老茧，见证着多年来在各工

地的奔波。而他与安全帽之间的故事，充满

惊险，也饱含着对安全的深刻领悟。

十年前的一天，杜兰峰像往常一样在脚手

架上忙碌。彼时，安全意识的淡薄，让他忽视

了头顶的“保护伞”——安全帽。命运的“黑

手”悄然伸来，一根松动的脚手架铁管从左侧

滑落，如同一颗炮弹，带着呼啸的风声砸向

他。生死瞬间，杜兰峰凭借多年工地磨砺出的

敏捷反应，用巧劲侧身一躲。铁管擦着脑袋，

重重砸在左手上臂。刹那间，胳膊上划开一道

大口子，鲜血直流，钻心的疼痛让他几近昏

厥。这次意外，虽侥幸未伤及要害，但手臂上

一道狰狞的伤疤，深深烙印在他的记忆里。

可伤痛似乎并未让杜兰峰彻底警醒。又

一次在工地上，他再次忘记佩戴安全帽。正

当他专注前行时，前方高空突然掉落一块砖

头大的废铁疙瘩。“砰”的一声巨响，地面被砸

出一个小坑。看着眼前的坑，杜兰峰惊出一

身冷汗，双腿发软。若是这铁疙瘩砸在头上，自己恐怕早已

命丧当场。这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终于如重锤般

敲醒了杜兰峰，从那以后，安全帽成了他进入工地的“标

配”，一刻也不离身。

在工地、装卸区、维修现场这些地方，像杜兰峰曾经那

样忽视安全帽重要性的人不在少数。人们总觉得危险离自

己很远，心存侥幸。但现实却无比残酷，在这些场所，高空

坠物防不胜防，一块松动的砖头、一个脱落的零件，都可能

成为致命“凶器”。安全帽看似普通，却是保护头部的坚固

防线，能有效分散冲击力，阻挡坠落物直接伤害头部，关键

时刻能挽救生命。

现在的杜兰峰逢人便讲自己的经历，告诫工友们安全

帽就是“保命帽”。他的转变，不仅是个人安全意识的觉醒，

更像一记敲响的警钟，唤醒了身边人对安全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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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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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阮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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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高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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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石区交口街道龙凤社区二

中小区，曾经，高空抛物如同悬在居

民头顶的利剑，花盆、罐头瓶等重物

不时从高空坠落，楼道里杂物堆积，

严重堵塞“生命通道”。这些安全隐

患，让居民们每天进出都提心吊胆，

忧心忡忡。然而，如今这里正悄然

发生着变化。

近期，面对居民们反映强烈的

高 空 抛 物 、楼 道 杂 物 堆 积 这 两 大

“老大难”问题，二中小区党支部迅

速行动起来。走进小区党群服务

站，一场别开生面的现场“说事议

事”会正在热烈进行。党支部主动

牵头，社区干部、物业公司代表、居

民 代 表 三 方 齐 聚 一 堂 ，围 坐 在 一

起，你一言我一语，共同为小区安

全与环境治理“把脉开方”。居民

张阿姨满脸焦虑地讲述着自家窗

台被高空坠落的物品砸坏的惊险

经历；物业公司代表则拿出日常巡

查中拍摄的楼道杂物堆积照片，分

析着清理难度；社区干部认真记录

着大家的意见，现场氛围既紧张又

充满希望。

为了消除隐患，三方共同制定

了一套务实管用的联建共治方案。

在宣教联动方面，公告栏前，物业工

作人员正踮着脚张贴醒目的宣传海

报，提醒居民高空抛物的危害；小区

出入口，志愿者们向来往居民发放

宣传手册，详细讲解相关法律后果；

居民微信群里，一条条图文并茂的

安全提示信息不断弹出，全方位筑

牢大家的思想防线。

巡查联防也同步展开。每天傍晚，小区里总

能看到一支特殊的巡查队伍。小区党群服务站

联 合 物 业 安 保 力 量，手 持 强 光 手 电，对 高 楼 周

边、楼道等重点区域和易发生问题的时段进行重

点盯防。

此外，小区还建立起“居民监督+物业日常巡

查+社区定期检查”的三级联动监督机制。如今，

居民们只要打开手机微信群，或是走进小区党群

服务站，就能轻松反馈问题，确保违规行为第一时

间被发现、被处理。同时，公约遵守情况与“文明

家庭”评选挂钩，这一举措大大强化了正向激励。

二中小区党支部书记表示，未来将持续聚焦

居民关切，不断深化与物业的联建协作，用好“说

事议事”平台，引导居民常态化参与小区治理。

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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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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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讲安全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个个会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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