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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凯璐 通讯员 陈雄鹰

本报讯 25 日 16 时 13 分，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二中队值班民警

胡祖礼接到 110 指令称，在教师进修

学校附属小学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一辆轿车撞上行人，还压着一个

行人。接到指令的民警胡祖礼立即

带领两名协警，赶赴事故现场。

据民警介绍，他们到达事故现

场，正下着雨，路面都是水，一名小

男孩坐在地上啼哭，腿移动有些困

难的样子，似乎是腿部受伤了。旁

边地上躺着一名妇女。她是小孩子

的妈妈，脸部朝下，一动不动，让大

家甚是担心。随即，胡警官与两位

协警向旁边市民借了伞，冲了过去，

给受伤的妇女撑起了雨伞。他们发

现她的股骨已受伤严重，交警又不

敢移动她，生怕造成第二次伤害。他

们便将她的脸轻轻地转过来，以尽量

阻挡湿漉漉的雨水浸湿她的面部。

协警当即脱下身上的雨衣，垫在了她

的脸下。雨越下越大，而民警和协警

就保持一个撑伞的姿势 10 来分钟，

任由雨水冲淋了 10 来分钟，等待救

护车的到来。

这时恰遇外国语学校放学的车

流高峰期，再加上事故发生后堵住了

道路，延误了救护车施救的时间。交

警们一边进行交通疏导，一边协助救

护人员将伤者抬上救护车。他们尽

力疏散人群，确保救护车通行，维护

了现场的交通秩序，恢复了畅通交

通。

据了解，该妇女造成粉碎性骨

折，目前正在市一医接受治疗。

雨中发生车祸母子均受伤，母亲倒地不起

，交警撑伞挡雨脱衣作垫细心呵护

□记者 周灵芝

本报讯 天气一旦转晴，蜜蜂就

四处飞舞采蜜。连日来，我市民间救

援队纷纷接到了“请走”小蜜蜂的求

助电话。

求助电话不断，“蜂情”四起
“绿化带的树上有一个大蜂窝。

天晴了，蜜蜂忙碌地飞进飞出，前来

采购的顾客人来人往，真担心有人被

蜇。”25日，在五金城经商的沈先生发

现，在他店铺门口不远处的绿化带上

有个如头盔大的蜂窝，只要天气晴

好，蜜蜂就忙碌不停。

接到求助电话的市红十字应急

救援队立刻派队员前往摘除。

无独有偶。22日，家住西城街道

岭张村的一户村民也发现，自家卫生

间顶上不知什么时候起筑起了一个

蜂巢，蜜蜂进进出出，很是热闹。

23日，西城街道俞皮村也有村民

求助，他在自家屋檐下发现蜂窝。

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杨敏介绍，

每年从 4 月开始，他们接到摘除蜂窝

的求助就会多起来，到 8 月份达到高

峰。去年该队接到摘除蜂窝的求助

多达 216 起。上半年的蜂窝多数是

小蜜蜂的窝，而 7 月份以后的蜂窝则

以马蜂窝为主。

先锋救援队队长董陈法也反映，

23日上午，他接到一起“请走”蜜蜂求

助。打进电话的是一名钟点工，房屋

主人在外经商，常年不在家中居住，

装修好的房屋大多数时候是空着

的。当天，房子主人从外地回来，要

求她前去打扫卫生，结果卫生搞到一

半，在擦窗户玻璃时发现了窗台上的

蜂窝。

“我队派出了两名队员，穿着防

蜂服准备摘除蜂窝。房子女主人要

求我们不要伤害蜜蜂的生命。我们

只能请来了专业的养蜂人，通过引导

将蜂收集在一个笼子里，然后移到养

蜂人的蜂巢内。”董陈法说。

野蜂可产蜜，城市难“安居”
蜜蜂为何选择在居民区“安家落

户”？飞来的蜜蜂居民能否饲养？应

该注意些什么？家住唐先镇下位村

的胡波涛有着自己认识和高招。他

养着 10 多桶蜜蜂，都是他从别人家

的屋檐或野外引来的。一年四季他

都有吃不完的蜂蜜。

胡波涛说，蜜蜂和马蜂虽然都属

于膜翅目昆虫，却是两种不同类的昆

虫。马蜂在自然界里偏爱“食肉”，喜

欢捕食昆虫，是蜜蜂的“天敌”。而蜜

蜂则属于“素食主义者”，主要采食植

物的花蜜、花粉为生。

“每年，蜜蜂越冬以后，到了春暖

花开时，便开始忙着采食与繁殖。每

年 3 月，它们就开始出来活动，直到

11月中旬才结束。”胡波涛说，因蜜蜂

靠采食植物的花蜜、花粉为生，所以，

凡是生态条件好的地方，都会有它们

的身影。过去 ，蜜蜂一般主要在农

村地区，现在，随着城市森林覆盖率

不断提高，城市绿化面积增加，也给

蜜蜂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蜜蜂纷

纷前来城市“安居”。若把飞来的蜜

蜂饲养，不仅能享受到养蜂的乐趣，

也可取得原汁原味的蜂蜜。但野蜂

受到打扰会蜇人，市民很难与其和谐

相处的。

市民如遇到有蜜蜂“安居”，不必

惊慌，如不愿收养，可以拨打电话请

专业人士帮助移走。

城区绿意盎然 野蜂进城安家
受到打扰会蜇人，市民可打110求助

□记者 周灵芝

本报讯“市民如果住在绿化带或

田野旁边的话，要随手关门，以防家里

出现‘蛇窝’”。24 日，家住龙山镇吕南

宅的杨女士提醒大家防蛇。21 日，红

十字应急救援队在她家抓出了 4 条蛇，

她自己赶走了2条蛇。

21日早上6点左右，杨女士来到一

楼卫生间，门刚推开就看到了 2 条蛇，

约两个指头粗。因为没有心理准备，她

吓了一跳。随后，她赶紧转身，找来木

棒，打开卫生间的门，把蛇赶出了家。

杨女士以为，事情到此该告之一段

落。没想到，当天晚上 7 时许，杨女士

再次入厕，又听到了卫生间吊顶传来

“悉悉索索”的声音。随后还看见蛇尾

巴露在吊顶的缺口处。杨女士摸不清

吊顶上的情况，报警求助。

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的吕绍纯、孙

献、陈建银赶到现场。他们发现杨女士

家采用的是集成吊顶，为不破坏吊顶，

吕绍纯向装潢能手高结束求援。

高结束拆开吊顶后，陈建银迅速利

用铁夹子等工具进行抓捕，不一会儿就

抓到了 3 条蛇。陈建银将房子各个角

落都搜寻了个遍，结果在落水管里又发

现了一条蛇。1 个多小时，他们共捕了

4 条蛇，并放生到远处的山上，让其回

归大自然。

救援队员注意到，杨女士家是一幢

新房子，房子后面就是一片开阔的田

野，种有很多蔬菜，房子另外三面，种有

很多花花草草，房子四周的环境适合蛇

的生存。陈建银怀疑蛇是通过杨女士

家的下水道管出口进入的。

春暖花开，蛇也开始出没。市民的

家如果建在绿化带或田野旁边，进出时

要随手关门，并仔细检查一下房屋的空

调孔、下水道等，以防蛇入室。

□记者 周灵芝 通讯员 陆潇雅

本报讯 近日，杨某在确认李先生

家中无人后，将木门上的铁皮撬开，入

室盗走财物。杨某现已被刑事拘留。

租住在江南街道山后卢村的李先

生报警称家中财物被盗。据他说，当天

18 时许，回家发现衣柜上的 5 包香烟、

桌上的 60 个硬币以及本人身份证被人

偷走。

民警勘查现场，查看出租房附近监

控录像，发现视频中有一辆电瓶车在作

案时间内反复出现。民警立即对该电

瓶车展开调查，进而抓获嫌疑人杨某。

经查，杨某因经常晚归被公司劝

退。第二天，他来到李先生家附近，看

到李先生家中没有人，就入室偷盗。

看屋内没人就入室偷窃

一辆电瓶车
牵出嫌疑人

卫生间吊顶
怎么变成蛇窝
杨女士受惊不轻
专业人士找到蛇入室“密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