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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漳州市蒲姜岭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迎来一堂特殊的“生态公开
课”。由市城管局与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联合主办的垃圾分类观摩实践课在此
展开，市环卫中心和市阳光垃圾分类志
愿服务中心共同参与。通过实地体验，
青年学生目睹了生活垃圾处理的全过
程，并在志愿者的讲解下更加深刻地感
受了绿色生活的内涵与价值。

现场教学
从“为分而分”到源头减量
活动中，课程针对学生专业特点

进行了精心的分众教学设计。
对于理科生，讲师深入剖析焚烧

发电背后的化学反应与能量转化原
理，在黑板上熟练地书写着复杂的化
学方程式，一边写一边耐心讲解：“大
家看，生活垃圾中的有机物在高温焚
烧的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化
学反应，从而释放出大量的热能，这就
是能量转化的关键一步。”理科生们纷
纷瞪大双眼，紧盯展示板，手中的笔不
停地记录着重点内容，时不时还举手
提问，与讲师展开热烈讨论。

而对于文科生，讲师则从垃圾治
理的社会责任与人文价值角度出发，
讲述着一个个因垃圾问题引发的社会
现象和背后的人文故事：“在一些偏远
地区，由于垃圾处理不当，导致当地生
态环境恶化，居民的生活质量受到严
重影响。这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更
是一个关乎社会公平与人类未来的问
题。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垃圾治理的
社会责任。”文科生们认真聆听，不时
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的感悟。最
后，讲师还以“物尽其用才是最高级的
环保”这句金句作为结语，呼吁大家减
少浪费时，学生们自发地响起掌声以
示认同。

科学探秘
焚烧发电的“硬核链条”
在焚烧厂科普展厅，生动的演示

模型和丰富的流程图迅速吸引了众人
的目光。技术人员热情地迎上来，通过
播放生动形象的视频、展示精美的标
本和模型，详细演示垃圾焚烧发电的
全流程。

“首先，垃圾被运输到这里，经过
一系列的预处理后，进入焚烧炉。有机
物燃烧释放热能，这些热能将水加热

成蒸汽，蒸汽推动涡轮机转动，进而带
动发电机发电。”技术人员一边讲解，
一边操作着展示设备，让学生们能够
更直观地理解这一复杂的过程。

转入中控室，巨大的显示屏上实
时显示着焚烧炉膛内的画面，1037℃
的高温让人惊叹不已。“哇，这温度，齐
天大圣的不死之身怕都受不住吧！”一
位学生不禁发出感叹，引得周围的同
学发出一阵欢笑。当技术人员介绍到
垃圾分类的纯度直接影响焚烧效率
时，学生们纷纷陷入思考。一位同学现
场算起了“环保账”：“如果我们在生活
中做好垃圾分类，提高垃圾的纯度，那
么焚烧发电的效率就能提高，就能产
生更多的电能，同时还能减少对环境
的污染。这真是一举多得啊！”大家点
头表示赞同，深刻认识到垃圾分类在
垃圾焚烧发电过程中的重要性。

视觉冲击
玻璃栈道直面“垃圾围城”
在垃圾吊控制室观摩区，师生们

走上密闭玻璃栈道，那一刻，眼前的景
象让大家都惊呆了。巨大的玻璃墙后
是一个深达 28 米的垃圾贮坑，日均
1800吨的生活垃圾经过几天的存储、
发酵，堆积如山。机械抓斗在操作员的
精准操控下，正有条不紊地将垃圾投
入焚烧炉。

“第一次直观感受‘垃圾如山’！”
一位学生惊叹道，脸上满是震撼的表
情。其他学生也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
这令人触目惊心的场景。大家一边俯
瞰着垃圾贮坑，一边热烈地讨论着如
何在日常生活中减少垃圾的产生。有
人说要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有人说
要学会对物品进行二次利用，还有人
说要积极宣传垃圾分类知识，让更多
的人参与到环保行动中来。

活动尾声，学生代表走上前，联合
发起倡议：“这里是垃圾处理的终点，
更应成为我们绿色生活的起点！让我
们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积极践行
绿色生活理念，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
境贡献自己的力量！”市环卫中心主任
柯冰冰表示，未来，将继续推动更多这
样的联动实践活动，引导大学生成为
绿色发展的先锋力量，共同为建设美
丽家园而努力奋斗。

☉本报记者 李润
通 讯 员 何娴 文/供图

一堂特殊的“生态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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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肖颖婧 通讯员 周
煌威 张作掀）近日，甬莞高速BK1057
公里处（官陂服务区往漳州方向 4 公
里）发生一起货车自燃事故。在多部门
的联合处置下，大火被及时扑灭，未造
成人员伤亡。

辖区的路勤部门接警后，立即联
合高速行政执法、高速交警和养护等
部门迅速赶往现场，并火速联系当地
应急管理部门和消防部门出警救援。
在事故现场，只见一部六轴厢式拖挂
车停在主车道，车辆后排轮胎已燃起
大火，火势开始逐渐蔓延到车厢内部。
见此情景，现场各部门立即根据高速
公路“5+N”应急联动预案开展分工协
作处置，对高速公路进行临时交通管

制，疏散现场人员。为防止火势进一步
扩大，现场路勤人员立即配合驾驶员
将车头与车厢分离，避免火势蔓延到
油箱引发爆炸。同时养护人员立即安
排水车对着火点进行灭火降温，避免
火势继续蔓延。

在消防部门进场后，现场各部门
人员也化身“消防员”，配合消防部门
做好相关处置工作。在各联动部门通
力配合下，1 小时后，现场明火基本
扑灭，各部门陆续进行后续的清理
处置工作，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
同时为了尽可能降低物品损失，救
援人员在火情结束后立即将事故车
厢安全转移到就近的收费站等候物
品转运。

高速路上货车自燃
多部门联动及时扑灭

本报讯（记者 王琳雅）3月17日，
龙文区福隆社区党支部组织党员及流
动党员开展了“多元力量反诈行，党员
教育促提升”主题党日活动，旨在进一
步增强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同时提升居民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当天，福隆社区联合蓝田派出所
深入楼栋，与居民进行面对面宣传。活
动中，党员们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向居
民详细讲解诈骗分子的惯用伎俩和识
别方法，并分享实用的防骗技巧，切实
增强居民群众的反诈“免疫力”。

为保障社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社区还组织党员志愿者、红色物业

工作人员等力量，对辖区内商铺、餐饮
店等重点场所开展安全巡查。巡查重
点包括消防设施是否齐全、安全通道
是否畅通、用火用电是否规范等情况。
对于发现的安全隐患，社区及时督促
整改。同时，社区利用微信群、宣传栏
等平台，向居民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
醒居民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共同营造
安全稳定的社区环境。

福隆社区负责人表示，此次主题
党日活动不仅增强了社区党组织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还提升了居民的安全
意识和防范能力，为构建平安和谐社
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多元力量反诈行
守护居民钱袋子

春雷惊百虫，蛰伏一冬的蛇类也按捺不住
“踏青”的热情，纷纷“出巡”。农田里盘成“麻花”
的菜花蛇、晾衣绳上伪装成“绿丝带”的竹叶青、
公园长椅旁“直立蹦迪”的眼镜蛇……这些神出
鬼没的“邻居”让市民直呼“惊不起”。

入春以来，市消防救援支队、市黎明救援队、
市蓝天救援队频繁接到与蛇有关的求助，于是，
他们穿梭在丛林、山区、居民平房后院、公园草地
灌木等地，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紧张刺激的“捕蛇
大战”。这些救援人员凭借专业技能和无畏勇气，
成为守护市民安全的“驱蛇先锋”。

市消防救援支队
精准捕蛇绝技源于定期学习精准捕蛇绝技源于定期学习

在大众印象里，消防员大多是与熊熊烈火作
斗争，其实，捕蛇也是他们日常救援的一部分，在
过去的一年里，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共接到蛇类警
情426起。

春天的蛇，由于刚从冬眠中苏醒，身体还较
为僵硬，行动没那么敏捷，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
没有危险，一旦受到惊吓，依然会发动攻击。

为了应对这一特殊任务，我市消防员们可是
下足了功夫，他们定期组织学习捕蛇相关的理论
知识，包括蛇类的生物学特性、蛇伤急救知识，深
入了解蛇的生活习性、活动规律、栖息环境以及
不同种类蛇的特点等。同时，开展捕蛇专项训练，
练习使用捕蛇工具，如捕蛇夹、捕蛇钩等，掌握精
准夹住蛇身、控制蛇的技巧，并邀请专业捕蛇人
士到队开展现场教学，从生疏到熟练，他们逐渐
掌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捕蛇方法。

3月15日中午，市消防接到平和县黄井村村
民求助，称在一处民居的后院，出现一条一米多
长的眼镜蛇。消防队员迅速赶到现场，只见那条
大蛇正盘踞在柴堆旁，吐着信子，发出“嘶嘶”的
声响。

“动作轻一点靠过去，别惊到它！”黄井消防
救援站干部张伟祥眼睛紧紧盯着眼镜蛇，压低声
音说道。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拿着捕蛇夹，慢慢靠
近，脚步放得极轻，生怕发出一点动静。“这蛇看
起来挺凶的，不过刚睡醒，应该没什么力气。”队
员陈泽鸿小声嘀咕着。“别掉以轻心，还是按计划
来。”张伟祥提醒道。

陈泽鸿找准时机，猛地出手，用捕蛇夹精准
地夹住蛇的七寸。大蛇瞬间扭动起来，身体剧烈
地挣扎，发出“簌簌”的声响。“快，拿袋子！”张伟
祥喊道。队员们迅速递上准备好的编织袋，稳稳
地将蛇装进袋子里。“好了，抓住了！”大家长舒一
口气，居民们纷纷围过来，脸上满是佩服和感激。

消防员在抓捕过程中，特别注意保持安静和
动作的迅速、准确。他们深知，一旦惊扰到蛇，让
其逃窜，不仅抓捕难度会增加，还可能对周边居
民造成更大的威胁。

市黎明救援队
面对巨蟒需要技巧冷静耐心面对巨蟒需要技巧冷静耐心

自去年以来，市黎明救援队已捕获各类蛇近
300条，已然是守护市民安全的“驱蛇先锋”。

3月 18日下午，救援队接到居民求助，其养
殖场出现一公一母两条大蟒蛇，一条 4米长，另
一条3米多，盘踞在角落，人们怕被攻击，不敢靠
近。救援队队长许渊道迅速带队前往。

队员们赶到现场，只见两条蟒蛇相互缠绕，村
民惊恐围观，小声议论。许渊道神色凝重地提醒：

“蟒蛇虽看似温顺，可受惊吓依旧会伤人，大家务必
小心。”队员张漳荣和林金财手持蛇钳，慢慢靠近，
紧盯蟒蛇。许渊道一边指挥疏散群众、拉警戒线，
一边叮嘱：“先清理周边，别让它们有机会逃窜。”

这时，4米长的公蟒蛇察觉到危险，吐信子、
发嘶声，扭动粗壮身体。“它警觉了，大家稳住。”
许渊道压低声音说，随后用蛇钳轻触蛇尾，想将
其引到空旷处。公蟒蛇受扰，缓缓爬行。“快，准备
捕蛇网！”许渊道大喊。队员们举起捕蛇网严阵以
待。公蟒蛇爬到开阔地，许渊道瞅准时机下令：

“上！”众人一拥而上罩住它。公蟒蛇挣扎力量巨
大，队员们难以招架。“用力按住，别让它跑了！”
许渊道一边喊一边使劲按网。最终，在队员们齐
心协力下，把公蟒蛇装进特制蛇笼。

捕获公蟒蛇后，队员们又盯上母蟒蛇。此时
母蟒蛇因同伴被捕变得更警觉。“这母蟒蛇不好
对付，已逃到石棉瓦下躲着。大家小心靠近。”许
渊道慢慢掀开石棉瓦，突然母蟒蛇闪电般地向队

员攻击而来，队员们利索地闪躲开来。许渊道拿
蛇钳靠近，夹住母蟒蛇头部，想让它离开石棉瓦。
母蟒蛇发出“嘶嘶”警告声，缠得更紧了。

僵持不下，大家只好等待更好的时机。“好机
会，准备捕蛇网！”发现母蟒蛇基本离开石棉瓦
后，许渊道下令，队员们迅速就位，捕蛇网落下，
它被成功捕获。“终于抓住了，可算松口气！”队员
们擦着汗长舒一口气。居民围过来对队员们竖起
大拇指，养殖场主人感激不尽。

此次抓捕，队员们始终保持警惕，紧盯蟒蛇
动向。他们明白，面对大型野生动物，不仅要技
巧，更需要冷静和耐心。

市蓝天救援队
在在““实战实战””中积累总结经验中积累总结经验

春日来临，万物复苏，蛇类活动也日益频繁，给
市民生活带来不少惊扰。市蓝天救援队担当起守护
市民安全的重任，成为名副其实的“捕蛇卫士”。

救援队队长郑镇西深知捕蛇技能的重要性，
他积极联系专家，为队员组织各蛇类知识培训，学
习不同蛇类的生活习性和抓捕要点。队员们通过
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积累并总结了丰富经验。

3月 19日，救援队接到紧急求助。一位车主
前往 4S店保养许久未开的小汽车，养护工作人
员打开引擎盖时，竟发现一条草花蛇蜷缩其中，
大家顿时吓得不轻。郑镇西带领队员迅速赶到现
场。他一边安抚现场人员，一边仔细查看情况。

“草花蛇大多无毒，但受惊吓可能会咬人，大家还
是要小心。”郑镇西边说边观察蛇的位置。

队员洪鹏嵩手持捕蛇工具，轻轻靠近草花
蛇。他用树枝轻轻触碰蛇身，试图将其引出。草花
蛇受到惊扰，缓缓移动。“准备好捕蛇夹。”郑镇西
喊道。待蛇完全暴露，洪鹏嵩果断出手，成功夹住
草花蛇，将其装入袋子。

几日前，市区新行街一处老民宅也出现草花
蛇。居民发现夹层楼上有蛇头吐信，惊恐万分。郑
镇西果断带队前往。老民宅结构复杂，夹层空间
狭小且杂物众多。队员们发现草花蛇在夹层间灵
活穿梭，抓捕难度极大。抓这头它跑那头，多次抓
捕均未成功。

郑镇西迅速调整策略，他让队员们找来杀虫
喷雾。“我们用喷雾固定它一头的行动，把它往另
一头赶。”队员们依计行事，一人在一头持续喷洒
喷雾，干扰草花蛇行动。草花蛇果然向另一头逃
窜。洪鹏嵩手持钩子，在这头严阵以待，待草花蛇
靠近，他精准地用钩子将其勾住，缓缓向下拉。与
此同时，队员欧阳志亮拿着袋子在下方接应，稳
稳地将草花蛇装入袋中。

在每一次捕蛇行动中，蓝天救援队都展现出
高度的团队协作精神。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确保每次任务都能安全、高效完成。行动结束后，
队员们还不忘提醒市民，春季蛇类活动频繁，车
辆长时间停放前最好检查一下；居住老房子要定
期清理杂物，保持环境整洁。

☉本报记者 李 润
通 讯 员 涂林发 赖桂碧 文/供图

蛰伏一冬的蛇类开春以来不时惊扰市民，我市各路救援队伍纷纷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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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员捕蛇现场

◀黎明救援队一
次捕获两条蟒蛇

近日，平和国强乡花溪梦
田宛如金色画卷。三月的风，
轻轻剪开了油菜花田的画轴，
金黄的花瓣错落有致，在春光
里闪耀着光芒。大片油菜花热
烈绽放，花朵簇拥、密如繁星，
在微风中泛起层层金浪，清香
弥漫。

湛蓝天空下，黄花与土
楼、花溪、碧野相映成趣。游客
漫步花间小径，或拍照留念，
或沉醉芬芳。这儿不仅是花的
海洋、香的世界，更是人们邂
逅春日浪漫、舒缓身心、畅享
自然美好的绝佳去处。

张芯昕 林锦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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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遇蛇冷静遇蛇冷静 求救为上求救为上

来自救援队的建议来自救援队的建议““礼包礼包””请收好请收好
在这个蛇类频繁出没的季节，市民们如果遇

到蛇，千万不要惊慌。市消防、市黎明救援队和市
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纷纷给出具体建议。

“首先，不要试图自行抓捕，尤其是不认识的
蛇，因为你无法判断它是否有毒以及毒性的强
弱。大部分蛇其实是怕人的，只要你不主动招惹
它，它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你。”许渊道介绍说，如
果在户外遇到蛇，要保持安静，慢慢后退，不要做
出突然的动作，避免激怒它。如果蛇进入室内，不
要慌乱，先把门窗关好，防止它逃窜，然后拨打救
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来处理。

“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居住环境的整洁，减
少杂物堆积，这样可以减少蛇类藏身的地方。”市
蓝天救援队队长郑镇西表示。市消防救援支队编
的顺口溜在民间更是流传开来：“春来蛇出洞，莫
当叶公翁；遇蛇三米外，报警莫逞雄。厨房常清
淤，后院勤修蓬；公园石板路，手电照前胸。”

这些“被捕”的蛇去处如何，“捕蛇者们”说：
“捕蛇不为杀生，只为给迷路的‘邻居’找个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