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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从脚下起步卫生从脚下起步，，
文明自你我做起文明自你我做起。。

在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一
站，站长李昊打开“防消联勤”工作手
册，用手机对着片区划分图二维码轻
轻一扫，一张电子作战图瞬间出现
在手机屏幕上。“我们把整个辖区划分
为13个片区，将片区里的单位用红、
黄、蓝3种颜色标记。”李昊轻划手机，
975个标记地点便呈现在眼前，这是
消防指战员在“防消联勤”工作中取得
的成果。

“防消联勤”工作具体如何开展？
6月26日，记者跟随消防指战员走进
社区，探访“防消联勤”的泰安模式。

“灭火和紧急预案已制定，疏散通
道畅通，室内消火栓完好有效……”在
泰安高新区北集坡街道龙泉社区，消
防指战员对各项消防设施开展“防消
联勤”检查。检查结束后，消防员齐焕
江打开“智慧消防”App，快速录入发
现的隐患问题。

“以前用纸记录，后期查找很不方
便，现在有了这款软件，可以轻松查看
每个社区、商铺的隐患问题，方便多
了。”齐焕江说。“智慧消防”App由市
消防救援支队研发，将消防通道堵塞、
水泵接合器损坏、违规用火用电等常

见隐患问题列入排查项目清单。在
“防消联勤”检查过程中，消防员通过
现场定位，可用App快速记录发现的
隐患问题。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进入火
场也是一样，必须提前摸清门道，救援
才能快速进行，通过‘防消联勤’，我们

对辖区内的社区、商铺越来越熟悉。
针对每个居民小区，我们还专门制作
了‘一张图’，确保发现险情时，能第一
时间选择最优解决方案，高效进行救
援。”李昊说，“一张图”分区域记录了
居民小区消防通道入口、消火栓位置、
地下车库等情况。

市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科相关
负责人介绍，“防消联勤”检查中发现
的隐患问题，由属地防火监督人员进
行核查处理，督促相关单位进行现场
整改，并将核查整改情况反馈至属地
队站。

通过“防消联勤”，市消防救援支
队特勤大队一站还延伸出“2345”工
作法。该站将辖区科学划分为多个网
格，38名消防指战员人人都有“责任
田”。“通过‘二必训’‘三必查’‘四必
看’‘五必测’的‘2345’工作法，消防
指战员深入街巷，完成防火巡查、安全
宣传等工作，将防火理念传递到最基
层。”李昊说。

今年以来，市消防救援支队共开
展“防消联勤”检查10415次，发现隐
患问题4346处，现场督改3791处，移
交大队555处。

每一次“防”的行动，都是“消”的
能力提升。“消防员的主责主业是灭火
救援，防火监督检查有专门的防火力
量，但‘防消联勤’工作的开展，将‘消’
与‘防’最大化结合，实现从被动应对
到主动防御的转变。”李昊介绍。

从电子作战图的精准导航到“智
慧消防”App的高效运转，“防消联
勤”生动践行了“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的理念，为城市安全守护注入全新的
智慧和力量。

电子作战图精准导航“智慧消防”App高效运转

“防消联勤”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记者 张智凯

■消防指战员深入社区检查消防设施。 记者 张智凯 摄

本报7月1日讯（记者 刘小
东 通讯员 褚珊珊）在泰山区
徐家楼街道新峪社区，有一家川
菜馆，不仅以地道风味俘获无数
食客的味蕾，更以超越商业边界
的赤诚，将“诚信”二字深深镌刻
在城市劳动者心间。

盛夏午后，川菜馆工作人员
打开门口的玻璃柜，往“爱心水
站”添置矿泉水。阳光下，“高温
工作者，你们辛苦了”的标语熠熠
生辉。店门前的这个“爱心水
站”，如今已成为炎炎夏日里服务
环卫工人、执勤交警和外卖骑手
里的一处清凉港湾。

川菜馆店主深知，诚信不仅
体现在账目清晰、分量十足这些
基本准则上，更在于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为此，川菜馆的店门始
终为“暂时遇到困难的朋友”敞

开，每日提供免费的爱心套餐。
店主说：“做餐饮就是做良心，让
真正需要的人吃上热乎饭，是我
们应该做的。”

免费矿泉水持续供应，爱心
餐食每日飘香，诚信的根基，正是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愈发牢
固。从食材的严格溯源到价格的
公开透明，从分量的童叟无欺到
服务的真诚以待，每一个细节都
构筑着小店立足的根本。小店对
承诺的敬畏与坚守，让“诚信”二
字化作社区邻里真切可感的
暖意。

“诚信为本，善意先行”，在这
家川菜馆，每一勺辣油都饱含着
他们对“商道”的理解。店主表
示，诚信从来不需要华丽的包装，
他将坚持诚信经营，让暖意在街
巷里永续流淌。

一家川菜馆的诚信答卷

■川菜馆门口的爱心水站和爱心套餐海报。 通讯员供图

本报7月1日讯（记者 赵文
文 通讯员 冯毅）“七一”前夕，
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四大队党支
部组织全体党员民警开展“庆七
一·向党承诺”重温入党誓词主题
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
周年。

活动现场，党员民警警容严
整，高举右拳面向党旗庄严宣誓，

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誓词既是党员
民警的心声，也是对党无限忠诚的
郑重承诺。

通过此次活动，市公安局特
巡警支队四大队党支部党员民警
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再一次感
受到思想的洗礼和升华，进一步凝
聚了奋进力量，锤炼了党性修养，
激发了爱党爱国热情。

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四大队

重温入党誓词 铭记初心使命

■党员民警面向党旗宣誓。 记者 赵文文 摄

本报7月1日讯（记者 刘小
东）近日，泰山景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开展
安全生产专项普法宣传活动，旨
在进一步压实商户主体责任，营
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
浓厚氛围。

在红门游客中心，执法人员
向商户和游客发放《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明白
纸等宣传资料，采取以案释法等
形式进行精准普法。

执法人员呼吁商户健全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定期组织员工开
展安全培训，从源头消除安全隐
患，同时强化应急防范措施，杜绝
私拉电线、违规用火等行为。针

对出租车驾驶员，执法人员引导
其树立“安全无小事”理念，避免
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熟练掌握驾
驶应急处置技能，保障运输安
全。普法过程中，执法人员提醒
游客做好个人防护，遵守景区规
定，并详细讲解了在景区遭遇恶
劣天气、人员拥堵等突发情况时
的避险应急知识。

此次活动，执法人员共发放
宣传资料150余份，走访商户10
余家，有效增强了群众安全意识
和商户主体责任意识。泰山景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持续巩固
宣传成果，不断强化安全生产责
任意识，全力维护景区旅游安全
秩序。

泰山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维护景区旅游安全秩序

66元理发摊元理发摊 服务老街坊服务老街坊
□记者 杨玉洁

夏至刚过，市工人文化宫健康服
务中心的艾灸室内便氤氲着浓郁的艾
草香气。几张艾灸床上，市民或平躺
或俯卧，静静享受艾灸带来的温热，不
过15分钟，有的已酣然入梦。“夏天艾
灸就像给身体充电，做完浑身松快。”
一位刚结束艾灸的市民笑着说。

距离7月12日入伏还有多日，伏
前灸的热潮已提前到来。记者走访发
现，我市各大医院、中医馆艾灸理疗预
约十分火热。

“炎炎夏日，在阳气最充足的时
节，通过艾灸推动体内气血运行，排出
寒湿病邪，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养生治
病效果。”市中医医院惠工中医门诊主
任赵振一边为60岁的患者陈女士进
行督灸治疗，一边向记者解释。陈女
士患有颈椎病，此刻她的脊背上铺着
特制姜泥和中药粉，艾绒燃烧下，热力
渗透肌理。

“督脉是‘阳脉之海’，夏天督灸，
既能驱散积寒，又能为秋冬蓄能。‘冬
病夏治’，不管是颈椎、腰部、胸椎，还
是脏腑的问题都可以很大程度得到缓
解。”赵振说。除督灸外，雷火灸、葫芦
灸等特色疗法也吸引了不少患者。

盛夏时节本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
时候，而一些不良生活方式却在损耗
人体健康。“久坐空调房、贪凉饮冷、挑
灯熬夜等习惯易损伤阳气。”赵振列举
现代人常见症状：反复感冒，关节遇冷
疼痛，女性宫寒痛经、手脚冰凉、易腹

泻，“这些都能通过三伏灸改善。”他特
别提醒，艾灸虽好但需科学操作，单次
15至20分钟；空腹及饭后1小时内不
宜艾灸；易上火、口干舌燥的阴虚火旺
者和孕妇，腹部及腰骶部禁灸；艾灸后
应适量补充温水，半小时内忌吹风、碰
冷水等。

在泰安法自然艾灸养生馆内，前
来体验艾灸的顾客络绎不绝，记者看
到其中不乏年轻面孔。据养生馆负责
人、泰安市张氏艾灸非遗传承人张儒
龙介绍，目前该馆顾客中年轻人占比

高达五成，艾灸逐渐成为年轻群体养
生保健的新选择。

28岁的张女士是一名新媒体工
作者，长期伏案工作让她饱受颈椎疼
痛困扰。“每天对着电脑，脖子又酸又
僵，而且运动少，血液循环不畅，身体
寒凉。听朋友说艾灸能缓解症状，就
来试试，没想到真挺管用，现在我基本
每周都会来做一次。”张女士说。旅游
从业者刘女士是养生馆的老顾客：“职
业原因，平时说话多，气短，经常觉得
浑身没劲儿，现在中气足了，抵抗力也

增强了不少。”
“年轻人来艾灸，很多都是因为

‘空调病’和‘熬夜债’。”张儒龙说，当
代年轻人普遍存在不良生活习惯，使
得他们对养生保健的需求更为迫
切。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艾灸，张儒龙
每周两晚在市民夜校开设艾灸推拿
课，吸引了不少“00后”学员前往学
习，他们希望通过艾灸改善失眠、手
脚冰凉等问题，调理自身体质。谈及
艾灸在年轻群体中迅速走红的原因，
张儒龙认为，一方面是艾灸显著的养
生功效与较高的舒适度，另一方面则
得益于年轻人对中医文化认同感的
不断增强。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开始注重“慢养生”。从山
野间摇曳的青翠植株，到温煦人体经
络的神奇力量，流传千年的艾草香，成
为健康生活方式的全新注脚。

艾灸热还催生了居家养生的新需
求。艾灸该灸哪里？针对想要居家艾
灸的市民，专业人士给出了实用建
议。脾胃虚寒者，可重点艾灸中脘穴
（脐上三指）、神阙穴（肚脐）、关元穴
（脐下三指）等穴位；免疫力低下者，可
艾灸大椎穴（颈部最高骨突处），以达
到驱寒升阳的效果；失眠人群适合艾
灸神门穴（腕横纹尺侧端）、内关穴（腕
横纹上两寸）；若儿童存在生长缓慢的
情况，则可选择对身柱穴（大椎下三
指）进行艾灸。

艾草香里的夏日养生新时尚
□记者 李皓若 董文一

■赵振为患者进行督灸治疗。 记者 陈阳 摄

“哎！来了！”听到熟悉的吆喝
声，71岁的理发师邓兆胜抖开围布
站起身。他笑着说，“昨天这位老
主顾就给我打电话约了剪头发，可
不能让人家等着。”

在泰城城西，一把家用椅子，
一张小圆桌，撑起了邓兆胜的理发
摊。小喷壶、手推剪、海绵刷、小篦
子……桌上整齐摆放着他的“全部
家当”，旁边立着“理发6元”的手写
招牌。

“有手艺，走到哪里都饿不着”

1954年出生的邓兆胜至今仍
保持着写毛笔字的习惯，招牌上的
毛笔字工整有力，吸引了不少来往
行人的注意。

“大家都说我写了一手好字，
是教书的材料。”邓兆胜一边给菜
贩韩师傅修剪鬓角一边介绍，“校
长让我留校教书的时候，我虚岁才
17”，当时他还兼着给生产队写标
语、发言稿的活儿。然而，邓兆胜
却另辟蹊径，选择了学习理发这门
手艺。“那会儿我就觉得，手艺是铁

饭碗，有门手艺，走到哪里都饿不
着。”邓兆胜说。

进理发店学徒是邓兆胜迈出
的第一步。做学徒的几年，他把老
师傅的手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当初选择的这条路，他一走就是几
十年。如今，邓兆胜支起了这个价
格实惠的理发摊。

“服务跟得上，
来理发的人就多”

“女同志需要留鬓角，男同志
后颈要修短。”邓兆胜左手持梳、右
手拿剪，手上的活儿稳稳当当。“天
热了，发型干净利索，人才精神。”

没有花架子，平头、寸头、修
剪、染发，邓兆胜样样拿手。从业
几十年，邓兆胜不仅理发的手艺越
来越好，还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生意
经：服务跟得上，来理发的人就多。

“你的头发比较硬，修短点儿
才能服帖。”“圆寸比较适合你的头
型，做出来保管精神。”邓兆胜边修
剪边跟顾客交流发型。一上午，邓
兆胜忙得没有时间休息，前脚刚送
走一位顾客，后脚又来了一位。邓
兆胜顺手给拾掇利索，没有额外收
取费用。

邓兆胜总说，“上了年纪，理发
更要上心，活儿要干好，招牌不能

砸，价钱便宜，手艺可不能打折。”

“我这匹‘老马’还能接着跑”

早上8点出摊，下午6点收工，
邓兆胜的理发摊就像个老挂钟，准
时准点。理发雷打不动6元一位，
染发套餐不超过30元。“这样的收
费现在可不好找，老邓是独一份
儿。”韩师傅竖起了大拇指。

“都是老街坊，图个方便。”邓
兆胜擦擦剪刀说，“老顾客照顾生
意，咱就把价格定得低一点。”没顾
客的时候，他就跟街坊拉家常，有
人来了，就专心干活。“挣多挣少不
打紧，重要的是有个营生，总比闲
着强，我这匹‘老马’还能接着跑。”
邓兆胜说。

邓兆胜的理发摊随着季节变
化变换地点，为了方便顾客寻找，
他专门印了名片。“专业理发”“从
头开始”，这是他的招牌，也是他
的坚持。有人劝他涨价，他总摇
头：“够吃够喝就行，要那么多钱
干啥？”

如今，这个6元理发摊已成为
街边一景。邓兆胜表示，只要还干
得动，这摊子就会一直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