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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一魅力一夏夏

近日，武汉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乘坐自动扶梯安全
风险提示，并提醒广大市民：“当乘坐自动扶梯遇到特殊
情况，就应该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让扶梯停下
来。家长一定要注意小朋友的手、脚，以免被夹。”

自动扶梯安全风险提示
一、扶梯使用单位：
1.密切关注气象部门的预报预警，在强降雨、雷暴

等极端天气下应停用室外扶梯。
2.加强日常巡查和每日启动前的检查，包括试运行

时扶梯紧急停止按钮是否有效、梯级是否缺失、出入口
盖板是否松动、梳齿板是否断齿缺齿、围裙板防夹毛刷
是否完整、扶手运行是否滞后、运行有无异响等，及时排
查并消除安全隐患。

3.确保视频监控设施工作正常，扶梯运行异常及紧
急情况下及时停梯，对乘客不安全行为及时制止，客流
高峰期间做好引导。

4.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接到
扶梯事故报警后，应立即按照应急预案组织救援工作。

二、扶梯维保单位：
1.加强员工教育培训，配齐应急救援设备设施，强

化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值班电话畅通。
2.做好作业人员防暑降温、防触电等安全措施，严

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确保作业安全。
维保现场严格做好安全防护措施，设置围栏，同时

加强乘客引导，避免乘客误入。
3.加强扶梯供电系统、机械部件、电气元件和安全

保护装置的检查维护，特别是梯级是否存在脱落风险、
梯级缺失监测装置是否有效、围裙板防夹开关是否有

效、梯级与围裙板间隙是否超标等。
发现电梯安全隐患应及时告知电梯使用单位，对于

设备故障暂时无法恢复的，采取机械锁闭梯路、断电挂
牌等可靠方式停梯，同时向使用单位相关责任人员做好
安全交底，避免误开故障设备。

乘坐自动扶梯安全指南
1.上扶梯前，确定扶梯运行方向，禁止反方向乘坐

扶梯。
2.进入扶梯时，不要踩在两个梯级的交界处，以免因前

后梯级的高差而摔倒，或者鞋脚被前后梯级的间隙“咬”住。
3. 乘坐扶梯时，双脚站在梯级或踏板四周黄线以

内，不要踩踏黄线，避免接触侧边挡板底部的毛刷，不要
用毛刷擦鞋。握紧扶手，不要倚靠在扶手上，不要将头、
手伸出扶手以外的区域。

4.大人应当陪同儿童乘梯，牵好儿童，不要放任儿
童在扶梯附近攀爬、玩耍、打闹、逆行或坐卧在梯级上。
无法自行站立的婴幼儿应选择乘坐垂直电梯。

5.不要随意触碰扶手装置间隙、梳齿板、梯级等有
相对运动的部位。

6.禁止在扶梯上使用手推车，禁止使用扶梯运输笨
重物品。

7.不要光脚或穿着鞋带松散的鞋子乘坐扶梯。留
意长裙等垂地的衣服，留意洞洞鞋等轻薄的鞋子，防止
扶梯“咬”住衣服和鞋子，夹伤身体。

8.当出现突发状况时，不要紧张，大声呼救，提醒他
人马上按下紧急停止按钮（设置在扶梯上下出入口处）。

9.非紧急情况下，不要随意按动该按钮，以免突然
停梯造成乘客摔倒。

7 月 22 日上午，在中建钢构武汉有限
公司，武汉市特检所检验员丁锐、黄志威、
陈剑在距离地面21米高空处，为露天总装
线的一台通用门式起重机定期检验，“为设
备‘体检’，保证其安全运行，助力企业正常
生产，是职责所在”。

10 时 30 分，温度达到 41℃。现场看
到，三名检验员戴好安全帽和手套，将检验
工具包系在腰间，在该公司设备管理员涂
奇利的带领下，来到露天通用门式起重机
下，将安全防护栏从车上拿下摆好，虽然仅
仅用了不到5分钟时间，但他们的工作服已
被汗水浸湿。

这是一台主钩为 32 吨、副钩为 10 吨、
跨度为45米的通用门式起重机。三名检验
员要对这个“大力士”用毫米级的数据检验
每个结构部件的性能是否达标。

“主钩和副钩起吊钢丝绳直径为 21
毫 米 ，若 直 径 磨 损 程 度 达 到 10% 及 以
上，也就是直径磨损量超过 2.1 毫米，钢
丝绳就应报废并立即更换。”丁锐拿出
宽口游标卡尺，对每根钢丝绳直径进行
测量。

“经测量，主钩钢丝绳直径的磨损度为
0.02毫米，符合安全标准。”

完成地面检验后，三名检验员沿着旋
转楼梯，攀到距离地面16米高的驾驶室，对
起重量限制器、门联锁等电气设备检验后，
又攀爬到距离地面21米高的主梁，对32吨
主钩和10吨副钩以及行走机构的机房控制
设备分别进行了检验。

笔者跟随检验员攀爬到起重机主梁的
过程中，旋转楼梯的护栏经太阳暴晒，十分
烫手。

在主梁上，只见检验员拿出检验精度
为 0.01 毫米的塞尺，对控制起重机制动系
统的制动衬垫与制动轮之间的间隙进行
检验。

“经检验，未发现异常现象。”丁锐说，
制动器摩擦部件每个面之间间隙必须均
匀，就像汽车的刹车片与车轮之间的间隙
一样，不均匀就会出现“抱死”或“抱不住”
的现象。

在起重机的主梁上，他们小心翼翼地
移动，在高空中还对起重机主梁结构、安全
保护装置等进行了细致检验。

“这台起重机不算高，之前我们还爬
过 200 米高的塔式起重机呢！”检验员黄
志威说，“定期检验一台起重机需要将近
1 个小时。炙热的太阳下，穿着汗湿的
工作服高空检验特种设备，已经习惯了，
下 班 将 工 作 服 换 洗 就 没 事 了 ，这 很 正
常。”

据悉，该公司设备管理员每天都会在
起重机运行前，对起重的钢丝绳有无断
丝、螺栓连接有无松动、转动轴是否出现
异常、超载限制器是否灵敏等现场巡查一
遍，并将巡查的记录上传到市场监管智慧
平台。

“通过巡查和自查，保障设备每天安全
运行。”涂奇利说。

检验完成时，检验员已汗如雨下，浑
身湿透，尤其是背部，原本浅蓝色的工作
服紧贴于身，身上不断有汗水往下滴落。
陈剑说：“定期检验特种设备，不会因为高
温或者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而停歇。我
们不能因为天气原因耽搁企业的正常生
产。”

（文：唐煜 杨帆）

检验员在21米高空
给起重机“体检”

市场监管部门发布自动扶梯安全风险提示

若突遇险情应迅速按“紧急停止”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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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的 10 岁生日愿望实现
了——她成功“入职”湖北省博物
馆，成为一名“小小讲解员”。

今年暑假，湖北省博物馆举办
“荆楚故事我来讲”夏令营活动。女
儿得知这项活动后十分感兴趣，拉
着我给她报名。

想要成为“小小讲解员”并不容
易，需要过“三关”——面试、培训和
考核，考核通过后才能“上岗”实践。

7月13日是女儿10岁生日，也
是面试通过后开始接受培训的日
子。考虑到不久后就有考核，她决
定取消自己的10岁生日会，把全部
精力投入到培训中。当日，我陪女
儿早早出门前往省博物馆参加培训
学习。回到家已是晚上，女儿对着
蛋糕许下心愿：“我希望过几天的考
核能通过，顺利成为省博的‘小小讲
解员’。”

7 月 19 日是考核的日子，女儿
在省博物馆展厅里试讲了几件“镇
馆之宝”，包括曾侯乙编钟、曾侯乙
尊盘等。她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
一一介绍了这些文物的来源、特征
和价值。两天后，喜讯传来，她的姓
名出现在考核通过的名单上。那一
刻，我激动地对她说：“你的生日愿
望成真了！”

7 月 23 日，女儿在省博物馆正
式“上岗”，成为一名“小小讲解
员”。展厅内，她站在虎座鸟架鼓旁
为观众讲解。随着她的声音响起，
观众纷纷围拢过来。“这件虎座鸟架
鼓 2002 年出土于湖北枣阳的一位
封君夫人墓中，年代为2000多年前
的战国中晚期，是湖北省博物馆十
大‘镇馆之宝’之一……”几分钟后，
讲解结束，观众纷纷鼓掌，她向大家
鞠躬致谢。我和她相视一笑，从眼
神中感受到了她的喜悦。

看着女儿自信地站在人群中，
我回想起她在接受培训的日子里亲
手制作竹简并尝试拓印，练习讲解
手势、走姿以及讲解技巧。虽然过
程不易，但她的那份认真和热情从
未减退。

这个月，女儿还要在省博物馆
讲解6次。我希望更多人通过她的
讲解学到文博知识、爱上荆楚文化。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柠
檬不萌

（整理：戴容）

夏日亲子时光
傍晚，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正在拍摄江景，浑

然不觉自己也是一幅夏日美丽画卷。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风姿 摄

扫码查看武汉市
城市书房汇总

■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通讯员傅成荣

“好美！就藏在森林公园里，远离喧嚣，有
很多书。边喝咖啡边看书，太有氛围感了，尤
其在现在这样的盛夏时节。”武汉一网友日前
在“小红书”上发照片时留言。照片中，一栋两
层重叠坡顶的白色房子掩映在树林中，看得到
落地窗和里面看书的读者，房子侧面有竹篱
笆，后院有竹桌椅。这是开业不久的森林书房
（马鞍山）众智图书馆，它坐落于华中科技大学
东边的马鞍山森林公园“晓塘春色”景点。

公园、景区城市书房成“避暑胜地”

7月23日上午，长江日报记者前往这座
网传中的“最美森林书房”，沿着导航路线，在
一排参天梧桐树下停车，走向长有荷叶、芦苇
的“晓塘”。森林书房就在“晓塘”北岸，周围
成片树林让它的称谓名不虚传。

“这是继汉口江滩蒹葭城市书房、江汉区
西北湖绿化广场西湖畔的德芭与彩虹书店、
汉阳区龟山风景区楚才韬奋书院、武汉花博
汇百花书房、新洲区紫薇都市田园景区内的
紫薇书院等近年新建的公共阅读空间之后，
又一家开在公园、景区里的城市书房。”武汉
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负责人介绍说，

“城市书房评定标准中的重要一项就是要有
可供读者阅读的书籍和举办公益活动的次
数。我们几天前曾到现场考察，马鞍山森林
公园新开的这座城市书房藏书5000余册，涵
盖文学、历史、科技、少儿、金融、企业管理等
多个领域。馆内阅读环境舒适，一楼兼备饮
品、书籍，二楼有3个安静的阅读卡座。”

这位负责人说，武汉公园、景区里的城市书
房环境尤其优雅，称得上是“最美城市书房”，今
年暑期已成为市民和游客喜欢的高品质文化休
闲去处，成为不用舍近求远的城市“避暑胜地”。

外地游客和网红小姐姐慕名而来

7月23日上午，记者走进森林书房（马鞍
山）众智图书馆时，清凉扑面而来。在一楼咖

啡饮品区，三三两两坐着市民和游客，不少家
长带着孩子看书、写作业。落地窗外蓝天白
云，树林、荷叶绿意盎然，荷塘水面更是衬托
出此处的宁静、悠闲。

记者在店长张昭仪带领下来到二楼，看
到一面山墙为玻璃墙，向外可以欣赏树林美
景，向内可以提供足够的采光。3个阅读卡
座均坐有看书的读者，书架就在身边，伸手即
可取书。

张昭仪说：“今天天气挺热的，我们上午
开门不久，馆内就坐满了读者。他们当中有
附近的居民，有外地来汉的游客，也有从网
上得知信息慕名来拍照的网红小姐姐。一
位外地游客对我说，每个城市都有像你们这
样爆火的网红店，建议你们增加座位满足更
多读者需求。”

张昭仪说：“其实，众智图书馆开的其他
分馆环境都不错，现在很凉快，进馆的读者人
气也很旺。春秋季节或冬季晴日，读者更喜
欢到我们这里的后院去坐坐，边喝饮品边看
书，抬头就可以看到树林和小动物。”

各种活动让游客体验高品质生活

炎炎夏日，到公园、景区里的城市书房闲
坐避暑，翻翻书、喝喝茶，哪怕是发呆，无疑都
是一种高品质的生活。

7月15日，记者在汉口江滩两座城市书
房感受过这种暑期阅读场景。在江滩“星辰·
春风十里书吧”，读者在优美的环境中不仅看
书，还有机会参加阅读分享活动，听武汉作家
协会副主席李鲁平讲解他的新书。在蒹葭城
市书房，读者边欣赏江景边看书。该书房还
准备了一系列暑期阅读活动，孩子们当天在
书房外的树林里听武汉市观鸟协会专家讲

“武汉的鸟”。
对于爬龟山的游客而言，走过龟山上的

林荫道，参观完龟山电视塔，一栋仿古建筑
内的楚才韬奋书院便呈现在眼前。走在书
院门廊上或透过书院古朴的窗棂，武汉长江
大桥、鹦鹉洲长江大桥、黄鹤楼、江面的船只
尽收眼底。

楚才韬奋书院负责人詹丽介绍，书院
去年 11 月正式运营，目前藏书 3000 多册。
最近天气热，游客进来可享受清凉。不少
游客在书院里看书、喝饮料，精神饱满后
走到书院外的回廊，可以在橙红色楼梯前
与远处桥身为橘红色的鹦鹉洲长江大桥

“同框”。
武汉花博汇百花书房是几年前建起的，

人气一直很旺。该书房负责人张丽介绍，目
前正值暑期，结合景区推出的知音花月夜和
泼水节，书房举办夜游活动。每天下午5时至
晚 9 时 30 分，参加
活动的游客以及附
近露营基地的游客
有不少走进书房享
受阅读时光。书房
近期还举办鲜花
伴读、园艺师花卉
讲座、萌宠等活动，
让游客度过雅致的
清凉夏夜。

好书、清凉、美景一样都不少

武汉“森林书房”让你静享悠闲时光

读者在汉口江滩蒹葭城市书房里
看书，抬头即可观赏江景。

读者在森林书房（马鞍山）众智图书馆享受悠闲时光，落地窗外是荷塘和树林美景。
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克取 通讯员胡毕虎 胡
雪莹）清晨6时30分，环卫工人欧阳万红轻轻推开
江岸工人文化宫户外职工爱心驿站大门，熟门熟
路地把装满饭菜的饭盒放入冰箱。午休时间，她
将在这里热饭、歇脚，享受清凉，放松身心。

7月23日上午11时许，长江日报记者走进位
于汉口澳门路143号的江岸工人文化宫户外职工
爱心驿站，一阵凉意扑面而来。中午时分，不少环
卫工人在这里吃饭、小憩。这个爱心驿站以橙、白
两色为主色调，沙发和桌椅靠墙整齐地排列着，冰
箱、微波炉、医药箱、饮水机、充电插座等一应俱
全，打开冰箱即可享用工作人员早上煮好的绿豆
汤和酸梅汤。

“工作日的休息时间，我几乎都会过来。爱心
驿站就是我的第二个‘家’。”欧阳万红家住后湖片
区，负责澳门路沿街的地面卫生。

她说，以前午休时间，她要么随便找个阴凉处
凑合一下，要么回家，但路程远、时间紧，很不方
便。“现在好了，这里环境好、设施全，工作人员特
别热心，主动教我使用微波炉加热饭菜。”上午11
时30分，她等待微波炉加热饭菜，对这个爱心驿
站赞不绝口。

“终于喝上冰水了，真解暑！”7月23日下午3
时30分，外卖骑手王勇跑完手头一单后，走进武
昌区南湖街道工会爱心驿站喝水、充电、歇脚。记
者看到，这个驿站容纳了近30人，以外卖骑手、快
递小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主，他们有的围坐
在一起聊天，有的闭目养神。

王勇送外卖将近4年，负责南湖街道区域的
外卖订单配送。在订单不多的时段，他时常会来
这里坐一下。“有了爱心驿站，我的最深感受就是
稳定下来了，有了归属感。”他已经习惯每天早上

接单前把当日午饭和饮用水放到驿站的冰箱里，
闲下来就到这里坐一会儿并吃饭，和骑手兄弟们
交流经验。

据悉，南湖街道工会爱心驿站于2022年4月
底建成开放。站长王珩说：“驿站内设置停车充
电、饮水补给、休闲小憩、图书阅读、风采展示、普
法宣传、积分兑换、员工招聘等8个功能区。我们
希望给外卖骑手提供一个冷可取暖、热可乘凉、饭
可加热、累可歇脚、伤可用药的暖心场所。”

记者在万科未来中心“阳小驿”户外工作者驿
站看到，面积2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空调、桌椅、
充电插座、医药箱、消暑物资等齐全完备。“这里
24小时免费开放，日均服务近百人次。”该驿站站
长王喆介绍，由于一些户外工作者需要在夜间工
作，汉阳区采用物联网、智能门禁和人脸识别门锁
等技术对汉阳区部分爱心驿站进行数智化改造，
户外工作者注册登记后可凭密码、指纹进入驿站
休息。

在武汉，这样的户外工作者驿站还有很多。
据了解，截至目前，武汉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户外工
作者驿站已超过990个，对公众免费开放。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计划新增50
个户外工作者驿站，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面，构建
起更加完善的户外劳动者服务网络，为城市的每
一个角落送去温暖和力量。

喝水、歇脚、充电、热饭

近千个户外工作者驿站免费开放

爱心驿站工作人员把切好的西瓜递给外卖小哥。 长江日报记者刘克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