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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将至 请查收这份安全提示

  清明节既是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也是踏青出游的好
时节。祭扫用火、出行高峰、春季天气多变等因素叠加，
安全隐患不容忽视。潍坊市应急管理局日前发布安全提
示，助力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的清明假期。
　　倡导文明祭祀，禁止在小区、居民楼内、燃气管道
旁、汽车旁、化粪池边、草垛及工地、工棚等区域焚香
烧纸。优先选择鲜花、网络祭祀等环保方式。
　　切勿在山林、草地上乱扔烟头和燃放烟花爆竹；
不要在大风天进行明火祭祀活动；焚香烧纸后彻底熄
灭余火，确认无火星再离开。
　　做好“三清三关”，清明节假期外出前，检查家
中电源、燃气，关闭燃气、电器开关，关好门窗，
清理室内阳台、楼道可燃物，消除火灾隐患。
　　及时留意天气变化，警惕强降水、雷电、大风
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
外广告牌、建筑工地等要警惕强对流天气造成的
安全隐患；山区要加强防御强降水导致的山洪和
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进入山林景区，不要携带打火机、汽油等易
燃易爆物品，严格遵守景区防火规定，不在景
区吸烟、不动用明火，不在山上野炊生火；
野外烧烤要特别注意防火，应选择无风天气
和空旷的地点，烧烤结束后，及时将火彻底
熄灭。
　　临街门店商铺要规范用火用电用气，不
私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商铺内不要
堵塞、封闭、占用疏散逃生通道和安全出
口；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人员住宿同
在一个场所；电动自行车严禁在室内停放
充电。
　　进入商场、电影院、饭店等人员密集
场所，先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的位置和疏
散通道安全门，牢记箭头指示的疏散方
向；遇到突发情况，应根据工作人员引
导进行疏散，不要相互拥挤，以免发
生挤压踩踏事故。
　　清明假 期 ， 自 驾 游 前 检 查 车
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
量错峰出行；假期人流、车流增
多，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信号，
注意避让行人；严禁占用、堵塞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
道；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
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
如遇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做
到“车靠边、人撤离、即 报
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本报记者 王晓萌

  放风筝，是踏春游玩常见的娱乐项目，
风筝带着人们的喜悦飞向高空，但是在无形
中却把危险留在了地面。潍坊消防提醒，细
细的风筝线堪比利刃，市民在放飞时一定要
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健康。
　　一根看起来纤细的风筝线，为何变成了
隐形的伤人利器？
  消防人员介绍，市面上销售的风筝线多
为腈纶、丙纶、尼龙等材料，看似纤细柔
软，但拉力极大。一些飘荡在低空的风筝线在
阳光下几乎透明，颜色与场地背景相近很难被
察觉，绷紧时就像“无形的刀”，实验中发
现：步行放飞时，风筝线可将苹果划出深1厘米
切痕；跑步放飞时，风筝线可将带皮香蕉切
断；以骑行的速度放飞时，风筝线可将五花肉
划出很深的切口。
　　那么，如何放风筝才安全呢？
　　消防人员介绍，若风筝线挂住电线，易引发
线路短路造成大面积停电。所以，放风筝一定要
远离高压电线。根据《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
四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架空电力线路
两侧各300米的区域内放风筝。
  此外，放风筝时应选择颜色鲜艳且较粗的专
业风筝线，或在风筝线上系明显标志物。风筝
线不宜过长，避免缠绕在高压线上，若发生缠
绕，一定不能随意攀爬摘取，要通知供电部门
协助。
  放风筝时要选择空旷的地方，避开建筑物和
树木，绝对不能在设有高压线的地方或公路、铁路
两侧放风筝。如果看见附近有人放风筝，要提高警
惕注意绕行，行人不要奔跑，骑行者应减速慢行或
下车推行。
  放风筝时尽量戴手套，遇到大风或被缠绕时，
及时将风筝线割断，以避免被风筝线割伤。
　　放风筝时还要注意天气情况。尽量选择风力适
中、晴朗无雨的天气。如果风力过大，风筝难以控
制，容易发生危险；而在雨天或雷暴天气放风筝，更
是极其危险的行为，可能会遭遇雷击。
　　儿童放风筝要选择适合的小型风筝，同时要有大
人看护，防止出现风筝拖拉儿童等情况发生。使用棉
质风筝线，以免韧性太强对儿童造成伤害。
　　消防人员提醒，因为风筝线只有在绷紧的状态下才
有破坏力，一旦出现不可控的状况时，要及时将风筝线
割断，并将线整理带走，防止误伤行人。如果身体接触
到风筝线，要迅速往反方向躲开，尽量避免面部、颈部
和手指接触风筝线，以免受伤。
  医生提醒，遭风筝线割伤后，如果出现流血，要尽
快裹上纱布或者干净的棉布，情况严重的话，应立即
就医。

  近年来，针对“银发族”的诈骗屡见不鲜。
为提高老年人防骗意识与能力，潍城公安分局民
警讲解了生活中常见的针对“银发族”的骗局，
并送上防范秘籍。
  民警介绍，现在以老年人为犯罪对象的诈骗
犯罪层出不穷，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代办社保”骗局。不法分子谎称认识社保
局等部门工作人员或冒充银行、保险公司工作人
员，谎称可以代为补缴“社保”、代办“养老保
险”等，在收取相关费用后，携款跑路。
　　“以房养老”骗局。不法分子以“以房养老”
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
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公司
跑路，将面临高额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
子将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
　　“养生保健”骗局。不法分子以免费体检、领
取奖品为诱饵，吸引老年人参加“健康讲座”“专
家义诊”等活动，以“祖传秘方”等为噱头，虚构
或夸大产品功效，诱骗老年人购买“保健品”。
　　“黄昏恋”骗局。“黄昏恋”骗局是“杀猪盘”
的一种，不法分子利用单身老人情感缺失、生活孤独
的特点，通过网络或短信交友发展为“恋爱关系”，
再编造各种理由索要钱财。
　　“低价旅游”骗局。不法分子以“低价游”“免
费游”为噱头，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
诱导老年人购买保健品、奢侈品、投资理财产品，或
吸引其注册会员、预交费用等。
　　“文玩收藏”骗局。不法分子以帮助老年人拍卖其
收藏品为诱饵，虚构高价，诱骗老年人委托代为拍卖，
收取高额“服务费”；或者是将一些工艺品冒充为高档
收藏品，虚假承诺短期内会有较大增值空间，诱骗老年
人高价购买。
　　民警提醒，面对形形色色的骗术，要保持清醒的头
脑，不贪图蝇头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
费的午餐”，凡是有人让您出钱，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儿，不能轻易将自己的钱拿出来。
  提高反诈意识。平时要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宣传栏
等，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种诈骗手段，提高警惕。不轻信网
络上的“熟人”“亲友”，保护好个人信息。接收到能够
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陌生
电话、短信时，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
　　讲科学，不迷信。要从正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知
识，到正规医疗机构就医，不要相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
药，警惕医疗效果显著的“神医”“神药”等虚假广告，
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
　　常与亲友沟通。遇到拿不定主意的事情不急于决策，不
固执己见，多听取亲友意见，常与亲友交流。如有投资交易
等金融活动，一定要跟家人商量之后再决定。子女要与家庭
中老年人更多交流，对他们给予更多关爱。
　　

这几种骗局

专坑老年人
┬本报记者 王晓萌

外出放风筝

莫忘绷紧安全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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