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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百三十）消防安全小常识
《消防安全常识二十条》是从

国家消防法律法规、消防技术规范
和消防常识中提炼概括的，是公民
应当掌握的最基本的消防知识。具
体包括：

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
发现火灾迅速拨打 119电话报警，
消防队救火不收费。

二、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
违法行为可拨打 96119电话，向当
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三、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
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
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五、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和人
员密集场所动用明火和吸烟。

六、购买合格的烟花爆竹，燃
放时遵守安全燃放规定，注意消防
安全。

七、家庭和单位配备必要的消
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八、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
全计划，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及
时检查、消除火灾隐患。

九、室内装修装饰不宜采用易
燃材料。

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
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
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要

关闭电源开关。
十一、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

气设施和用具，发现燃气泄漏，迅
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
开关和使用明火。

十二、教育儿童不玩火，将打
火机和火柴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
方。

十三、不占用、堵塞或封闭安
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
不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
救的障碍物。

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
烟，不乱扔烟头。

十五、学校和单位定期组织逃

生疏散演练。
十六、进入公共场所注意观察

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记住疏散方
向。

十七、遇到火灾时沉着、冷静，
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
坐电梯、不盲目跳楼。

十八、必须穿过浓烟逃生时，
尽量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
体，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

十九、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
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

二十、大火封门无法逃生时，
可用浸湿的毛巾衣物堵塞门缝，发
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本报讯（记者 黄一鹏） 9月 13
日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文艺精品展演——市文艺名家
展（演）示工程何娜师生二胡音乐会
在我区文体中心举行，十多首传统曲
目连奏，为现场数百名观众呈现了一
场精彩的音乐盛宴。

何娜是青年二胡演奏家，浙江音
乐学院二胡教师，中央音乐学院二胡
硕士，中国音乐家协会二胡学会会
员。浙江台州人，先后师从张觉平老
师、于红梅教授、赵寒阳教授。2010年
起，连续六年受国家大剧院邀请，参
加各类民乐音乐会，是2017年度国家
艺术基金小型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获

得者，并入选2016年度“国家艺术基
金民族室内乐青年演奏人才培养项
目”。

当晚，何娜学生们的二胡四重奏
《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拉开了音乐
会的序幕，有着江南文化特色的弓弦
重奏组合，一下子吸引了现场观众，随
后的二胡独奏、民族室内乐、二胡齐奏
等节目，更是让现场观众领略到传统
民乐与现代乐器及西方元素相融合的
表演模式，也让大家感受了创新的弓
弦室内乐重奏的魅力。作为全市文艺
名家展(演)示工程，此次是何娜首次携
自己创建的“江南忆”胡琴重奏组合回
到家乡，专场为父老乡亲演出。

本报讯 （通讯员 叶沈悦） 近
日，黄岩生态环境分局组织广大干部
职工观看法治教育电影《特别追踪》。

该片通过讲述“老赖”贾有道为了
逃避法定还款义务，恶意隐匿行踪、转
移财产，最后被以“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判处有期徒刑的司法案例，聚焦
人民法院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热点问
题，刻画了失信被执行人在社会上遭
遇的种种窘境，展现了各级人民法院
开展执行攻坚的坚定决心，记录了法
治中国建设的进步历程。该影视作品
在宣讲法治故事、宣传法院工作的同

时，也向观众传递了“守法光荣、失信
可耻”的价值导向，契合了全面依法治
国的时代背景，回应了社会对法治的
呼唤和人民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观影结束后，该局广大干部职工
纷纷表示，本次活动通过观看电影的
方式，为大家开设了一场法律知识普
及讲堂，这比传统方式讲述理论更直
观、更形象、更能深入人心，在今后的
工作中，他们将争做学法、遵法、守
法、用法的模范，为营造积极向上向
善、诚信互助的社会风尚作出应有的
贡献。

本报讯（记者 郑晋妮） 近日，
全省化肥减量增效现场观摩交流暨
试行化肥定额制施用座谈会在我区
召开，来自全省各市、县（区）土肥站
站长、农艺技术骨干、相关企业负责
人等近 120人参加会议，意在更好地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化
肥减量增效及农业绿色发展。

与会人员先后来到省级水稻化

肥减量增效技术示范区、台州市黄
岩八达农资有限公司、柑橘有机肥
替代化肥示范区，现场观摩了沼液
替代化肥、稻虾共生、柑橘精准变量
施肥（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智能管理
系统）、套餐式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等
化肥减量增效技术模式，听取了台
州市黄岩八达农资有限公司负责人
关于农资“两制”管理平台、人证识

别等先进经营管理系统的情况介
绍。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减少化肥施
用总量、提高肥料利用率，对进一步
减少农业污染、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发展已成为这个时代最强
有力的目标，也是农业发展的鲜明导
向。近年来，我区农药、化肥施用比例
降幅居全省前列，成功创建了3个“肥

药双控综合示范区”，被评为“全国柑
橘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县”“全国化
肥减量增效试点县”。

“我们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立
足我区‘中华橘源’的创建目标，主动
参与化肥减量增效和定额制的各项
实施工作，强化技术创新，促进我区
农业提质、农民增收、农村增绿。”区
农业农村局局长牟贤杰说。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文艺精品展演在我区上演

黄岩生态环境分局组织观看电影《特别追踪》

弘扬法治精神 培育法治意识

全省化肥减量增效现场观摩交流暨试行化肥定额制施用座谈会在我区召开

促进化肥减量增效 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9月14日上午，院桥镇新岙里村文化礼堂内举行了“童心庆华诞”绘画活
动，村里30多名少年手持画笔，在辅导老师的指导下大胆创作，在箩筐上绘就
美丽画卷，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之情。

本报通讯员 金曼春 摄

9月 14日晚，沙埠镇青瓷村文化礼堂举行迎中
秋戏曲文艺晚会。现场吸引了近 150名村民前来观
看，大家其乐融融度过了一个特别的中秋节。

本报通讯员 胡晓薇 摄

“文化大餐”庆佳节

本报讯（记者 余泽熙 通讯员
张璐赛）近日，区行政服务中心组织
气象、公安、医保、不动产等窗口的工
作人员来到澄江街道凉棚岭村，开展

“送服务进礼堂”活动。
“我代村民问一下，村民房子存

在部分破损，在上次不动产权确权时
没有拍照登记，那么怎么进行登记？”
凉棚岭村村委会主任叶由德向不动
产登记窗口工作人员询问道，原来最
近有不少村民向他咨询各类业务办
理手续，但因为自己也不具备专业知

识，无法给村民解决困惑。“把房子修
缮一下，随时可以申请登记。”现场工
作人员回复道。“本来准备过几天去
区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咨询，没想到他
们直接组团到我们村提供服务，我们
不出家门就能了解到最新的办理政
策，真是太方便了。”叶由德高兴地
说。

“我们推出了各项便民措施，你
们有涉及医保方面的业务很多只需
要在当地的信用社就可以办理，不需
要去区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在另一

边，区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障和医药管
理服务科科长朱潮林正向群众讲解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待遇
结算等相关政策，并面对面地为群众
解答政策疑问。

气象、公安等窗口也是人潮涌
动。在现场，工作人员们忙碌地为当
地群众提供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现场
咨询、指导服务，同时发放办事指南
和宣传手册，为群众提供权威、专业
的解答。

“近年来，我区积极推进‘最多

跑一次’改革，实现了政务服务事项
办理手续精简化，但由于很多群众
对政策认知不足，往往首次前来办
理时，存在遗漏申办材料等问题，出
现来回跑的情况。”区行政服务中心
党组成员朱世荣说，该中心结合全
市农村文化礼堂“四万工程”建设要
求，在全区 19 个乡镇街道文化礼堂
开展“送服务进礼堂”活动，向群众
普及各类服务事项办理知识，让群
众充分了解相关知识，助推“最多跑
一次”改革。

区行政服务中心：“送服务进礼堂”让群众少跑腿

近日，“唱响伟大祖国颂歌进社区”公益活动暨 2019·黄岩区邻居节启动
仪式在北门广场举行。歌舞、戏曲等由社区居民自编自演的节目轮番上演，现
场还设置了文明出行互动环节，吸引了市民积极参与。据悉，此次活动由省文
明办、省公安厅交管局、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主办，通过在全省11个设区市70个
社区组织群众齐唱祖国颂歌，宣传文明出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

本报记者 杨梦颖 通讯员 王跃国 摄

童心庆华诞

唱响新时代 颂歌献给党

遗失2014年4月1日由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台州市
黄岩小斌灯饰厂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92331003MA2G22Q158，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主题教育融全局 领跑快跑有动力

午间的骄阳格外火热，但也挡不
住澄江街道工作人员全力推进创建
工作的步伐。不久前，澄江街道宣传
办宣传干事徐格一吃完午饭，就赶到
了凤洋村，在村党支部副书记周文荣
的陪同下，走村入户拜访村里的“艺
术家”们。

“您现在身体怎么样？唱道情的
徒弟有带起来吗？”“身子骨还行，徒
弟学的都还很生疏啊。”和徐格说话
的老人，名叫彭由桂，是凤洋村村民，
也是台州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黄岩道情代表性传
承人。

看到有客人来了解道情，老人显

得很开心，聊着聊着就不由自主地唱
了起来，唱腔极具特色。可惜的是，目
前道情传承正面临着困境。彭由桂告
诉记者，道情的学习有一定的难度，
近年拜师的人很多，但坚持学习的人
很少，现在，村子里只有两个人跟着
他学习道情，但学习效果不尽如人
意。

“文化是最好的旅游资源之一，
文化景观、文化遗产都可以成为发展
旅游产业的助力，将这些资源系统性
整合，才能更好地进行保护规划。”像
彭由桂一样的传统文化传承者，在澄
江还有不少，徐格的工作，就是将这
些具有传统特色的地方文化收集记
录成册，根据早上制定的行程安排，
下午她还要拜访 3位老人，收集更多

澄江当地的非遗资料。
截至目前，澄江街道已经收集了

“黄岩蜜橘”的传说、橘俗等特色文
化，印成了宣传册作为旅游资料，排
演“祭橘神”、举办橘花节等风俗节庆
活动，将筑墩栽培技术申请全国技术
专利……“这些也是澄江发展旅游业
的一大措施，人文和景观是旅游发展
必不可少的要素，通过系统性、规模
性策划宣传，进一步打造澄江‘旅游
风情小镇’人文展示体验平台。”澄江
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李嗣君说。

近年来，该街道通过小城镇整
治、多城同创、五水共治、供水一体
化、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工作，城
镇面貌焕然一新。“我们工作的初心
和使命就是要加快推进澄江产业和

城镇同步转型，推进美丽城镇、基础
建设和社会治理，提升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安全感。创建旅游风情小
镇，是我们转型升级，推进乡村振兴
的一个重要举措。”澄江街道党工委
书记王正表示。

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与深入，澄
江已经到了转型发展、实现突破的重
要关口。对于澄江未来的发展，王正
表现了满满的决心：“目前创建工作
正稳步推进，我们将借助‘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抓手，将主题
教育融入到实际工作中，进一步扎牢
为民的初心和使命，以全局的视野、
更高的站位、务实的工作，推动澄江
在我区跨入‘永宁江时代’中领跑快
跑、先行一步。”

（上接A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