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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沙今日下沙

近日，智格社区专程请来工商大学教授在社

区做了一次保护环境的讲座。讲座中，工商大学

教授讲解了饮水卫生、污水处理、垃圾处理、食品

卫生等方面的详细知识，针对不同情况的问题提

出不一样的处理结果。

不少居民表示，通过讲座了解到垃圾分类、饮

水卫生和食品安全就在我们身边，只有大家都注

意保护环境，社区的整体面貌才会越变越好。小

区保洁工王师傅告诉记者：“保护环境，原来还有

这么多的学问啊，这次讲座让我长知识了。”

本报记者 胡师睿

智格社区：环保讲座长知识智格社区：环保讲座长知识

1 月 5 日下午，东湾社区活动室里热闹非

凡。小朋友们争先恐后地向社区工作人员展示

自己的劳动成果，脸上洋溢着充满自豪的笑容。

这是社区为了提高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

逻辑思维能力组织的一次趣味手工拼图活

动。由于拼图为木质结构，有 100 块组件，组

装相对复杂，社区还特别邀请了杭电的大学生

志愿者们与孩子们一起制作。

活动中，孩子们认真听完工作人员的讲

解，就动起了小手。他们一边看图纸，一边思

考从哪里开始组装比较好，旁边的大学生志愿

者一边引导孩子们开动脑筋，一边看孩子们用

他们稚嫩的双手，一会用锉刀搓木边、一会用

沙布打磨圆润，忙得不亦乐乎。不一会儿，小

小中国龙、风车笔筒、自行车笔筒、吊机等模型

就展现在大家眼前。完成后，孩子们都兴高采

烈地互相展示自己的作品，享受成功的喜悦。

本报记者 林雨晨 通讯员 李丹丹

东湾社区：趣味手工拼图DIY

近日，松合社区在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

了一次消防演习。

中午 12 点，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突然响起

刺耳的警报声。正在休息或闲聊的爷爷奶奶

们立即站起身，用衣服或毛巾捂住口鼻，在养

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指引下通过逃生梯紧

急逃生。整个疏散过程紧张有序，爷爷奶奶们

也比较沉着冷静，没有因为警报声而慌乱。在

下逃生梯的时候，他们还互相帮扶着逃离。

接着，社区还开展了消防安全知识宣传，

介绍灭火器的使用方法以及生活中要注意的

消防安全细节。

“以前经常在电视上看别人用灭火器，觉得

这东西好像蛮简单的。今天亲身体验了，发现用

的时候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居民陈阿姨在演

习结束后说。负责消防的社区工作人员说，如果

真的发生火灾，老年人疏散起来相对较慢，而且

容易情绪紧张。因此，在平时就加强演习、让大

家提高安全意识以及掌握逃生方法，显得非常重

要。 本报记者 汤晓燕 通讯员 汪明珠

松合社区：针对老人的消防演练

为营造干净整洁的辖区环境，近日，晨光社区

组织退休党员、居民志愿者等开展“迎新春大清

洁”活动，共20余人参加。

寒风阵阵，但志愿者们热情很高。大家在社

区门口集合，退休党员应梅琼阿姨一边戴着手套，

一边紧了紧脖子上的围巾，她笑着说，“保重好身

体，下次我才能继续参加志愿服务啊”。

活动中，一行人有的手拎垃圾袋、有的拿钳

子，三五成组，在小区周边的沿途路边、绿化带里，

时不时弯下腰、探下身认真地捡拾烟头、白色塑料

袋、塑料瓶等垃圾。短短2个小时，冷风吹得每个

人脸上生疼、手上发红，但志愿者们总是搓了搓

手，又继续清洁。

一路上，明显的垃圾堆都被清理干净了，电线

杆上、地铁站口张贴的牛皮癣小广告，也被志愿者

们一一清理干净。沿途看到店铺门前垃圾乱堆

的，志愿者们也会上前进行劝导。居民黄阿姨在

结束后说：“这也算今年为咱们小区的环境卫生开

个了好头。”

本报记者 林雨晨 通讯员 高君

晨光社区：迎新春大清洁晨光社区：迎新春大清洁

本报记者 胡师睿

遇到上门推销蟑螂药，千万别信
小区每年定期发放“除四害”用品，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你好，我们是专程来协助住户‘除四害’的，这

是我们派发的蟑螂药，你看需要吗？”面对陌生人这

样的询问，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近日，家住金沙国际的李先生就遇上这样一位

“好心人”。

当天下午两点多，李先生正在房间看电脑打游

戏，突然一阵敲门声打乱了他的思绪。开门后，门外

是一个小伙子，长得白净，穿着西装，胸前还挂着一

张工作证，乍一看很像单位的文员。

“我们是下沙防疫中心的，今天下午我们小区会

统一开展大规模‘除四害’行动，所以请大家配合一

下。”一见面，小伙子就自报家门，还向李先生亮了亮

自己的工作证。

小伙子说，因为今年年底小区环境状况很严

峻，上头很重视，要做好卫生防疫工作，这次来拜

访就是提醒各家各户关好门窗，堵好地漏下水道，

顺便给各位住户普及下蟑螂灭杀知识。蟑螂灭杀

最有效的办法是统一灭杀，所以小区物业将实行

集体灭蟑螂行动，如果李先生家不投放蟑螂药的

话，受到驱赶的蟑螂很可能从地漏里大规模潜进

他家。

“这是德国小镰，目前是下沙最多的一种蟑螂，

特别需要我们注意，这些是它的生活习性⋯⋯”小伙

倒是不怯生，自顾自向李先生介绍起了蟑螂的种类，

还掏出了一本相册。

在李先生疑惑地翻看画册时，那位小伙已经走

进李先生的厕所忙活了起来，只见他掏出一小瓶药

水，迅速地滴在了李先生的墙沿缝隙处。

“刚才放的是一年驱蟑螂的量，剩下的客厅卧室

你自己记得要放。”说完，小伙把三支蟑螂药递到了

李先生手上，“合起来一共 150 元。”话音未落，小伙

已经拿笔给李先生开好收据。

“为什么要收钱？”听到这里，李先生一下警觉起

来。

“那你要不少买一点，先来个半年的量。”对方也

迅速改了口。不过，李先生仍然觉得事情蹊跷，拒绝

了。

第二天，李先生和身边几个住户说起这事，发现

不少人都见到了上门推销蟑螂药的人员，而且同样

的蟑螂药在网上售价仅需十五元。“我一个朋友就上

当受骗了，而且我们小区好几个人都买了。”李先生

告诉记者，当天晚上他又在网上找了相关资料，发现

全国不少城市都出现过此类骗局。

昨天下午，记者从小区物业办公室了解到，小区

近期根本没有开展过类似活动。“所有上门来推销卖

蟑螂药的，都是借这个幌子来骗住户的钱，而且小区

每年都会定期统一发放‘除四害’用品，不会向居民

收取任何费用。各位住户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给

骗子可乘之机。”

离开小区前，记者看到，小区楼道已经贴出了相

关告示，提醒住户不要受骗。

社区黑板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