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常识

据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
火灾中，有近九成都发生在家
中。 要想实现家居安全，必须
对家里每一个区域的相关防
火常识都有所了解，从而最大
限度地减少家庭火灾的发生。

区域一：客厅
1.

沙发。沙发垫子很容易
被未熄灭的烟蒂点燃。这种现
象不仅隐蔽难以察觉，而且易
产生致命的烟气。

2.

空调。客厅空调放置时
应远离易燃的窗帘，或者使用
阻燃型织物的窗帘

;

在空调运
行过程中，若闻到异味，应立
即关闭。

3.

电视机。电视机后面应
预留充分的空间，以便散发机
内产生的热量，不用时要将插
头拔掉。

4.

电线。为避免电路负荷
过大， 切勿将多个电器连接

在同一电路上。 此外，每年应
至少对家中的所有电器检查
一次。

区域二：厨房
1.

油烟机。 使用油烟机
时，灶具不得干烧，避免大量
热气被吸入油烟机内，引燃机
内油污。

2.

灶具。灶具四周不能堆
放杂物，如废纸或其他易燃物
品

;

灶具应经常清洗，避免积
存油脂。

3.

电冰箱。 应保持电冰
箱周围空气流通，安装冷凝
器的一面和墙的距离应在
10

厘米以上。

（未完待续）

五月“飞雪”竟是杨絮起舞

过敏人群出门可戴口罩，穿长袖长裤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郭晓雨）

“

４

月飘柳絮，

５

月飘杨絮。 ”这几
日，只要是出行的市民都会选择
戴上口罩来防御漫天飞舞的杨
絮。 可尽管“武装”了，很多市民
还是出现了喉咙干痒，皮肤过敏
等症状。

昨日，记者走访我市多家药
店，发现一次性医用口罩的销售
十分火爆。 在四一路、五星路的
多家药店，记者都看到一次性医
用口罩和其他布制口罩被放到
了醒目位置，不少市民都是一次
性买一大包供全家适用。

药店销售人员表示，每年进
入春夏交替的季节，这种医用一
次性口罩都会热卖一段时间。

“很多人对杨絮过敏， 只好戴口
罩预防。 和布制口罩相比，一次
性口罩透气性更强，也更卫生方
便， 所以卖得比较好，

5

个装的
一次性医用口罩

5

元钱一包，很
多市民都是两三包的买。 ”

市民田女士的工作单位附
近有几颗杨树，每到这个季节就
会飘到办公室内，“小纱窗也拦

不住它，最近坐在办公室内不戴
着口罩都不敢呼吸。 ”

据介绍，杨絮是杨树种子
外面的一层絮状物。 每年

５

月， 杨树的种子借助白絮通
过风在空中飘荡， 寻找合适
的生长地点。 因此，这是杨树
繁殖的一条重要途径， 而杨
絮则是一种“变态果皮”。 气候
适合的话（风较大）， 杨絮可以
传播很远。

“杨絮本身并不会导致过
敏，但它在空气中会和某些复合
成分结合，形成过敏原，这些过
敏原会导致皮肤痒、 出现红斑、

打喷嚏不止、流鼻涕、咳嗽，甚至
哮喘等过敏症状出现。 ”报晓新
村社区医生万明霞告诉记者，一
般患者在通过过敏皮试确定是
否对杨絮过敏后，可服用抗过敏
的药物减轻过敏症状。 但是，普
通抗过敏的药物会导致嗜睡等
副作用，所以，防止过敏的最好
办法就是减少外出活动的时间，

如果外出，最好戴口罩，穿长袖
长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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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公山上有个百年老邮局

市民呼吁相关部门修复保护

信阳消息（首席记者
李亚云）“鸡公山南街西边
山坡上有个百年老邮
局。 ”昨日，市邮政局工作
人员徐生力向本报提供了
这个信息， 并带领记者一
行前往探访。 而面对重回
视野的老建筑， 市民纷纷
呼吁相关部门予以重视和
保护。

“据《信阳邮电志》记
载， 鸡公山邮局最初在南
街西坡。 鸡公山山上邮局
成立于

1908

年，是中国邮
政史上负有盛名的百年老
邮局之一。 ”徐生力说。

老邮局位于鸡公山南
街西山坡， 被新建的四层
楼饭店所挡。绕过这个新建
大楼，在两座楼房的间隙有
一个两米宽的石阶， 登上
去，向右拐，尖顶红房出现
在眼前。 石柱承重砖墙，封
闭式外廊， 含地下室二层。

室内木地板、 木百叶门窗，

屋顶为波浪式镔铁瓦，尖顶
红房，外观古朴典雅。

“这栋房子的墙体为石
头，坚固牢靠，房顶的铁皮
是当时进口的材料，尽管生
锈了，但不渗漏。 ”鸡公山现
任邮政局长夏大志说。门上
的铁质门牌尽管锈迹斑斑，

但上面“鸡公山南街
59

号”

的字迹依稀可辨。

“听说这个邮局设立的
时候， 其他县还没有邮局呢。

那时这里有好多外国人，包
裹、汇款还有机要邮件，需要
传递。”“那时邮局局长可神气，

为了保护邮件，随身还带有枪
呢。 ”……老邮局的故事被
鸡公山上的居民口口相传。

据史料记载，

1906

年，

汉口邮界总局邮政司英人
多诺分在鸡公山下的新店
小镇设立邮政分局。

1908

年， 开封副邮界派员来到
鸡公山， 租房开设简易夏
季邮局，秋凉撤回人员。

“那时候，老邮差练的
腿功可是了得。 ” 徐力生
说，“据《鸡公山指南》记载，

修于清朝末年的登山古道
是山上的一条老邮路，长约
3

公里，有
1221

个石阶。 那
时， 一天接火车邮件送

6

趟，延
1221

个石阶上下
12

次，足见当时外国人上鸡公
山避暑的人数之多。 ”

而今， 掩映在高楼与
群山中的老邮局早已不见
当时的繁华。 “鸡公山老邮
局是信阳境内目前仅存的
百年邮政文物， 有着珍贵
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现在藏在深闺无人识，十
分可惜。 ”徐生力说。

鸡公山万国文化研究
会会长姜传高表示， 希望
有关部门对日益受损的老
邮局重视起来， 加快整修
修复工作， 让当代人进一
步了解过去那段历史，接
受传统教育。

银行人员拾到现金7000余元， 然而苦等近3

个月，失主仍未现身
丢钱的老乡，快来认领吧

地点：信阳农行固始县支行武庙分理处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郭晓雨）“快

3

个
月了，也没有人上门打听，我真替失主着急
啊。 ”昨日，信阳农行固始县支行武庙分理
处大堂经理张克服联系本报， 希望帮忙寻
找一位失主。

张克服告诉记者，

2

月
26

日上午，他
像往常一样在营业大厅值班， 在大厅巡视
时发现座椅上有一个红色的塑料袋， 里面
还包裹着东西。“我当时害怕是顾客将随身
携带的物品弄丢了， 赶紧上前将包裹打开
发现，结果里面竟然是两沓子现金，我赶紧
叫来运营主管柳晔将现金清点了一下，发
现整整

7400

元。”张克服说，当时也没有联
系到失主，就马上向公安机关进行备案。

“因为那天当地电力部门停电检修，网
点监控系统未正常工作， 无法调阅当日录
像资料， 塑料袋中又无其他信息表明失主

身份，所以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失主。 ”武庙
分理处运营主管柳晔告诉记者， 事情发生
后， 为了妥善保管现金， 以便以后失主认
领， 他和张克服向分理处负责人及支行领
导作了汇报， 按要求将拾得款项存入
“

66999

其他应付款”科目，并在《柜面重要
事项登记薄》上详细记载相关事由，包括钱
款发现的地点、面额、号码等。

“我们一直都在等待失主，希望失主或
者热心人看到这个信息， 赶紧与我们联
系。 ”张克服说。

家中三大“惹火”区域

门牌上“鸡公山南街
59

号”的字迹依稀可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