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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的火灾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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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灯

红灯

市面上有很多的杂粮饼干，
这些杂粮饼干大多数是由燕麦、
荞麦、 玉米， 以及各种豆类制作
而成。 但在这些杂粮饼干当中含
有大量的添加成分 ， 尤其是糖
分、 黄油等添加成分比较多， 经
常食用对健康没有任何保健作
用。

【健康红绿灯】

止咳糖浆多含有吗啡、 可待
因等中枢性止咳药， 这类药物直
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咳嗽中
枢， 不能长期或大量使用， 当症
状消失就要停药。 痰多患者也不
宜单独使用止咳药， 以免止住咳
嗽后， 痰却因无法排出滞留呼吸
道， 导致或加重感染。

人体发烧后 ， 食欲容易下
降。 建议选择水分含量多且易消
化的食物， 如奶类、 粥类 （小米
粥、 菜粥、 杂粮粥等）、 各种汤
面 （番茄虾仁汤面、 蛋汤面等）、
鸡蛋羹、 小馄饨等。 这些食物易
消化且营养密度高， 特别适合没
食欲的时候食用。 在发烧最严重
的时候， 如果实在吃不下， 可以
多喝点水， 等有了胃口再慢慢恢
复进食。

感染新冠后， 有些人会出现
嗅觉减退， 绝大多数人可在1-2
周内恢复。 期间可以多闻闻强烈
的气味来 “锻炼” 嗅觉。 研究发
现， 连续两个月每天两次闻至少
四种气味 （包括柠檬、 玫瑰和桉
树 ） 可以显著改善受试者的嗅
觉。 研究人员表示， 如果没有这
些， 常见的气味浓烈的香料也可
以尝试。

发烧时可吃易消化食品

嗅觉减退多闻闻强烈气味

止咳糖浆不适合痰多的人

杂粮饼干并不健康

·广告·

多举措助企纾困 助力园区高质量发展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为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和
“放管服” 改革， 丰台区市场监
管局科技园区所立足市场监管职
能， 精准施策、 靶向发力， 综合
运用走访调研、 上门服务、 柔性
执法等途径助企纾困， 切实解决
市场主体发展难题， 助力园区高
质量发展。

行政许可加速度 坚持 “服
务群众、 方便高效、 公平透明”
原则， 为急需复工复产及新办的
餐饮、 食品流通、 药店等经营主
体提供预约审图、 现场指导、 食
药安全政策宣传等服务， 积极帮
助企业降低投资成本。

精准服务促发展 为推进行
业领军企业、 示范性项目落户丰
台园区， 联合园区管委、 登记科
分中心、 税务部门， 通过现场指
导、 座谈交流、 电话咨询等方式
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 建立健全
一体化、 全流程服务体系， 畅通
企业迁入渠道。 积极宣传最新政

策规定， 确保政策宣传到位、 服
务落实到位。

走访调研解难题 对新迁入
企业开展走访调研， 围绕企业提
出的问题， 就优化营商环境、 市
场监管、 广告宣传、 知识产权政
策扶持进行详细解答， 为企业提
供及时有效的 “政策帮扶 ” 和
“智力支撑”。

柔性执法显温度 为持续推
进优化营商环境， 调动企业发展
积极性， 开展 “首违不罚”、 轻
违不罚等柔性执法工作， 对符合
非主观故意、 违法后果轻微并及
时改正等条件的企业， 不予行政
处罚。 引导市场主体自觉守法、
自查自纠， 在依法履职中体现执
法温度， 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
果相统一。 推进行政执法公示、
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制度等 “三项制度” 落
地见效。

（王春晖）

酒精在身上着火的话， 要用
打湿的衣物蒙住着火部位。 酒精
引燃其他物品时， 要用衣物床单
类的物品浸湿后覆盖着火点，第
一时间转移易燃易爆品， 接着用
水不停地浇至着火处，直到熄灭。

这里要注意的是， 火势刚起

时最容易熄灭， 身边的东西尽量
利用。 若火势较大， 请及时拨打
119报警电话报警。

被烧伤后 ， 第一要紧的事
情， 当然是灭火。 伤者要避免高
声喊叫， 因为喊叫会引起严重呼
吸道烧伤， 火灭后立即就医。

新冠病毒感染者康复后陆
续返回工作岗位， 如何安全返
岗？ 近日， 北京疾控中心发出
6点安全提示：

坚持佩 戴 口 罩 上 班 途
中 ，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 厢
式电梯时 ， 均应规范佩戴口
罩。

在办公场所， 坚持科学佩
戴口罩， 建议随身携带口罩，
视不同人群场景选择佩戴适宜
的口罩。

保持办公场所空气流通
通风时优先打开窗户， 采用自
然通风。 有条件的可以开启排
风扇等抽气装置以加强室内空
气流动。 空调使用前要加强清
洗和消毒，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使用时， 确保室内新风量达到
卫生标准要求， 但应定时开启
外窗加强通风。

保持个人卫生 ， 勤洗手
到达工作场所后先洗手， 工作
期间， 接触快递、 清理垃圾、
饭前便后等情况下， 均应及时

洗手或手消毒。 不用未清洁的
手触摸口、 眼、 鼻。 外出回到
家， 一定要先洗手。

保持环境卫生清洁 保持
环境卫生清洁 ， 及时清理垃
圾。 电梯按钮、 打卡机、 办公
桌、 会议桌、 麦克风、 门把手
等公用物品或部位要加强清洁
和消毒。 用含酒精或含氯消毒
液擦拭即可。

安全就餐 员工食堂尽量
避免人员密集， 餐饮具一人一
用一消毒。 取餐注意手卫生，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就餐时分
散就座、 不扎堆， 不聊天， 避
免面对面就餐。

“阳康” 后也要做好防护
目前正处于冬季呼吸道感染病
高发期。 除了新冠还有其他传
染病。 新冠康复后仍然做好呼
吸道防护 ， 不要降低防控标
准。 返岗后， 在人多密闭的公
共场所坚持戴口罩， 注意手卫
生， 咳嗽、 喷嚏等礼仪。

（午宗）

做好这 点安全复工返岗

酒精消毒小心引引火火上上身身

疫情期间 ， 不少市民
有购买医用酒精 ， 并利用
酒精喷雾进行消毒杀菌的
习惯 。 酒精虽能消毒 ， 但
也存在一定的消防安全隐
患 ， 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
引发事故 。 尤其是家里有
老人和孩子 ， 在酒精的使
用上， 就更应该多加注意，
并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 大
兴区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
提醒 ， 在用酒精消毒时应
远离可燃物和火源 ， 注意
室内通风 ， 使用过的毛巾
等布制清洁工具及时清洗。
另外 ， 居民家中不宜存放
大量酒精。

居民在使用75%的酒精消毒
防疫时存在哪些安全隐患？ 大兴
区消防救援支队黄村消防救援站
的消防员做了一个小实验， 消防
员首先向打着的打火机喷洒酒
精， 打火机的小火苗遇到酒精喷
雾后瞬间 “变身” 大火舌， 就连
消防员的手套都被引燃。

此外， 除了遇到火源时酒
精极易发生闪燃 ， 过多酒精留
在抹布、 毛巾或衣物上， 如不及

时清理干净 ， 遇到火源也会燃
烧。

酒精属于易燃易挥发的液
体， 挥发后气态酒精与空气可形
成爆炸性混合物， 遇明火、 高热
能引起爆炸燃烧。 气态酒精比空
气重， 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
的地方， 遇火源会着火回燃。 当
空气中的酒精含量达到19%， 温
度等于或大于13℃以上时， 遇到
火星就会闪燃。

■酒精消毒时注意事项■
注意室内通风 在室内使用

酒 精 时 ， 需要保证室内通风 ，
使 用 过 的 毛 巾 等 布 制 清 洁 工
具 ， 在使用完后应用大量清水
清洗后密闭存放， 或放通风处
晾干。

安全使用酒精 使用前要清
理周边易燃可燃物， 勿在空气中
直接喷洒使用。 酒精燃点低， 遇
火、 遇热易自燃， 在使用时不要
靠近热源、 避免明火， 给电器表
面消毒时应先关闭电源， 待电器
冷却后再进行， 如用酒精擦拭厨
房灶台， 要先关闭火源， 以免酒

精挥发导致爆燃。 使用时每次取
用后必须立即将容器上盖封闭，
严禁敞开放置。

家中不宜大量囤积酒精 酒
精是易燃易挥发的液体， 居民在
家中用酒精消毒时， 可购买小瓶
装的酒精， 以够用为宜， 不要大
量囤积酒精， 以免留下消防安全
隐患。

避光存放防止倾倒破损 领
用、 暂存、 使用酒精的容器必须
有可靠的密封， 严禁使用无盖的
容器。 应避免用玻璃瓶装存， 防
止跌落破损。 家中剩下的酒精，

不要放在阳台、 灶台等热源环境
中， 也不要放在电源插座附近及
墙边 、 桌角等处 ， 防止误碰倾
倒 。 可避光存放在柜子等阴凉
处， 存放时要盖紧盖子， 贴好标
签， 避免挥发。

存放时避免儿童拿到 有幼
儿的家庭， 酒精应放在儿童拿不
到的地方 ， 对于年纪稍大的孩
子， 家长可以给孩子讲解酒精的
特性， 教育孩子不要玩弄酒精，
更不能用火去点燃。

■酒精着火怎么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