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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起乘车前往杭州安检升级
旅客进站要留足时间，不要携带禁带品和管制品

暑运期间，铁路部
门、公路部门对前往
杭州地区的旅客都加
强了安检。火车南站
已从 8 月 1 日开始对
旅客全面实行二次安
检 ，直 至 9 月 7 日
止。乘坐客运班车的
旅客上车前必须进行
身份证验证系统的识
别。由于进站安检升
级，旅客要尽量提前
到站，为取票、进站和
安检预留充分时间。

火车南站站长林霞介绍，实

行二次安检之前，该站已在显著

位置张贴公告，请旅客尽量提前

1 小时到站，为取票、进站和安

检预留充足时间。可有的旅客

仍“姗姗来迟”。当天第一趟

G7330 次 温 州 至 上 海 虹 桥 列

车，7 时 42 分进站，停靠仅有 2

分钟时间，共 351 位旅客上车，

但有几位旅客来得比较晚。

“以往 7 时许才开门的候车

室已提前至 6 时 30 分开门，乘

坐第一趟车前往杭州的旅客一

定要提前 1 小时进站。”林震告

诉记者，眼下进站后通过票识设

置了两条通道。其中，一条前往

杭州地区，以橙色为标识，实行

二次安检；另一条前往非杭州地

区，以绿色为标识，仍为一次安

检。携带液体饮料安检需要喝

一口，以示安全。旅客出门之前

先检查好自己的行李包裹，不要

携带禁带品、限带品、危险品上

车，以免安检时造成不必要的麻

烦。

此外，记者还从金华车务段

了解到，从 8 月 15 日起，前往杭

州地区铁路二次安检还将升级

为民航安检标准，遇上客流高峰

时段，旅客如果掐点到站，很容

易影响行程。林震说，我市旅客

乘坐高铁掐点情况较普遍，一般

只提前 30 分钟到站，但今后必

须提前 1 小时才行，否则会误了

行程。

前往客运西站乘坐客运班

车，旅客在进入候车厅之前，必

须要经过票、证、人“三合一”的

检查，之后行李包安检时人过安

检门检查。前往杭州、萧山机

场旅客，在进入候车室后，上车

时还要进行身份证验证系统的

识别。

“身份证识别系统是7月18

日开始试用的，8 月 1 日开始全

面实施。现在工作人员操作已

经很熟练了，乘客也逐渐习惯并

接受这个安检方式。”客运西站

副站长应俊说。他提醒旅客，出

示身份证是现在坐客运车的标

配，旅客在进站前，请准备好身

份证或户口本，以保证安全顺畅

出行。

“现在是每个行李包都要过

安检，不少行李还要开包检查。”

应俊告诉记者，过安检仪器时，

如果有报警提示的，工作人员必

须开包检查。“之前不允许带上

车的是各种管制刀具，现在安检

升级后，小到美工刀片都不能带

上车，其他的比如压缩管等物品

不能带上车。”

现在，对液体物品管制也非

常严格。如果是水壶或者是开

封的饮料瓶、饮料罐，需要旅客

喝一口里面的液体。对于密封

的瓶装或罐装液体，通过手持的

液体检查仪检查，以确保安全。

□记者 周灵芝

客运：经票、证、人检查后，上车前还要查验身份证

高铁：实行二次安检，旅客须提前一小时进站

□记者 周灵芝

本报讯 相信很多市民都

见过蛇，可很少有人见过两个头

的蛇。7 月 29 日，市民施先生

向记者报料称，他在爬石城山

时，在山脚的停车场处看见了一

条蛇，这条蛇长相奇特，除了正

常的蛇头外，它的尾巴上也有一

个蛇头。

施先生说，这几天天气炎

热，他一般是早晨到石城山爬山

锻炼身体，大约一小时后下山。

那天他走到山脚一处临时停车

位时，突然听到一位卖拐杖的大

伯在喊：“快来看，两头蛇。”当时

上山健身和下山的市民很多，大

伙听到呼声，都好奇地凑上前去

观看。他们看见一条正爬着的

黑色长蛇。这蛇最大的特点就

是有两个蛇头，蛇的两端是一样

的。蛇身大概 40 多厘米长，有

成年人小拇指般粗。

大家都不敢靠近。一个胆

大市民从旁边地上捡起一根树

枝小心地驱赶。只见该蛇背部

有呈黑褐色鳞，腹部呈浅色，蛇

头两端各有一浅色圆圈图案。

这条蛇看着有两个头，其实只有

一个头起到爬行作用，而不是两

个头都可以随时往前后爬行，细

看发现其中有一个头没有嘴和

眼睛，只是样子很像头。

记者接到报料后赶到现场，

赶紧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大家将蛇赶进了树林中。后来，

记者咨询了市农林局的专家后

得知，两头蛇是蛇目游蛇科的一

属，有 60-70 个种类，我国仅产

3 种，即云南两头蛇、尖尾两头

蛇和钝尾两头蛇。其中钝尾两

头蛇在金华地区有分布。钝尾

两头蛇尾部粗钝，有黄色斑纹，

尾部形状、粗细、花纹与头部相

似，是被国家林业局列为受保护

的野生动物之一。

农林专家提醒，眼下正是蛇

类活跃的季节，到户外活动的朋

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难得一见:石城山爬出两头蛇
属钝尾两头蛇，在金华地区有分布

□记者 周灵芝

本报讯 夏季高温爬山除了要注意防蛇外，还要

特别注意自己的体力消耗情况。7 月 31 日 7 时许，在

白云山“老鼠跳”放绳处一名女士就因第一次爬山，体

力不支而抽筋，接着晕厥。幸好朋友及时报警，获救后

她被送往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现已无碍。

爬山晕厥的女士姓林，今年 40 岁。“我们是同学，

昨晚相约一起来爬白云山。可能是她偶尔出来爬一

次，体力跟不上，突然晕倒了。”和林女士一起爬山的几

位同伴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见林女士昏迷后

嘴唇发紫，脸色苍白，还伴有抽筋现象。他们就第一时

间报警求助。

千喜救援队队员在接到110的通报后快速赶往现

场。队员俞满意率先开车出发。他还带了一副担架。

随后胡新春、韦国建等也开车前往救援。从白云水库

到受伤者的位置，一般人需要爬四五十分钟时间。由

于常常上山拉练，搜救寻人，他们只用了十几分钟便到

了。

找到林女士时，还来不及喘口气，队员们利用平时

练就的急救技能，先观察昏迷者，告诉同伴把她放平，

用瓶盖喂她喝水，给她扇风等。不久，昏迷者意识逐渐

恢复，但身体状况依然欠佳。队员们把她放上担架。

大家轮流抬担架。在陡坡处，队员们像“击鼓传花”般

传递担架，后面一个人递给前面一个人，慢慢地把担架

往前“传”。经过努力，他们终于在 9 时许将林女士送

上了停在山脚等待的120急救车。

事后，记者从市一医急诊室获悉，林女士因抢救及

时，已无大碍。千喜救援队提醒，白云山虽然不高，但

陡坡特别多，像“老鼠跳”这条线路体能消耗很大。平

日不太运动的市民，一定要量力而行，选择爬山路线，

不要轻易去体验“老鼠跳”。

一中年女子爬“老鼠跳”
体力不支突然晕倒

救援队员“击鼓传花”
把伤者抬下山

救援队员把受伤者抬下山

旅客进站前接受安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