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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7 月 17 日，市气象

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汉台区、南郑

区、城固县等 8个县区未来连续三天最高气温

将在 35℃以上。被烈日炙烤的城市热浪滚滚，

持续高温的“烧烤模式”，让出行的人望而生

畏。但仍有一群人在高温下，身穿红色、绿色、

蓝色各色 T 恤，从清晨到黑夜，奔跑在城市的

大街小巷，全力保障物流运输时效，只为将一

个个快递安全顺利送达。

圆通速递汉中分公司快递员秦亮就是其

中的一员。 7 月 18 日早上 8 时 30 分，他已经

到达圆通汉中分公司位于铺镇的分拣仓开启

一天的工作。经过一个小时忙碌，他和三名

同事把配送网点的快件全部分拣、整理好，并

逐一装车。快件被送到城区的站点后，会进

行再次分拣，并安排给相应的快递小哥。

“夏天还不算是我们工作的‘旺季’，派送

加上收寄件，平均一天下来在 200件左右。”秦

亮的负责区域是供电大道和前进东路之间，5
年工作下来，这片区域里哪个小区没有电梯，

哪条小路最近，哪里写字楼密集……这些林林

总总的情况，他都如数家珍。

拿到快件的第一步，他就开始在脑海中规

划当天的配送路线，争取以最短的时间将快件

递交到客户手中。一天中温度最高、紫外线最

强的中午 12 时至 14 时，往往是秦亮派送快件

的高峰期，顾不上擦汗，眼睛不断在快件和手

机上切换，“您好，我是圆通公司快递员，您的

包裹到了……”一上午的派件，公司统一配发

的紫红色 T恤就没有干过，只有在小区门口等

待顾客来取件的时候才能休息几分钟喝上一

口水。

不断重复的工作虽然很枯燥，但是听着顾

客不断地道谢声，接过饱含善意的矿泉水，秦

亮觉得辛苦也很值得。短短一上午的时间，他

先后将 100余件快件送到了顾客手中。

“ 我 们 公 司 仅 汉 台 区 就 有 100 多 位 快 递

员，共计 18 个站点。各个站点根据情况给快

递小哥准备了风油精、藿香正气液等防暑物

品，以及西瓜、冷饮等清凉食（饮）品。若小哥

在配送过程中有中暑症状，站点会及时派人将

其送医救治。”该公司负责人甘斌说，快递员的

坚守不仅是出于工作责任，更是对居民信任的

回应，天气再热也要保障好快件的及时配送，

为大家提供便利优质的快递服务。

近日，随着三伏天的到来，网上掀起一股“晒背风”。有网友表
示，晒背可以补充阳气，有祛寒湿、减肥等好处，是“不要钱的‘天灸
’”；有网友则表示怀疑，认为晒背不当容易造成晒伤、中暑，甚至有
患热射病风险。晒背真能养生吗？晒背养生靠谱吗？记者就此采
访了市中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段景文。

“背部是阳气汇聚的地方，三伏天又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的时
段，通过晒背来补充阳气，增强抗病能力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只
是民间的一种方法，从医学上我们是不推荐的。”段景文介绍。

段景文解释，晒背养生没有多少科学依据，具体效果还有待观
察，而且并不是所有人群都适合，晒背只适合一些虚寒体质人群，
而气阴两虚或阳盛体质人群晒背反而容易伤身体。此外，孕妇、幼
儿在三伏天不宜晒背，对紫外线过敏的人群，还有使用左氧氟沙星
等一些光敏性药物期间，也不能晒背，以免出现光敏性反应影响健
康。

段景文提醒大家，晒背的时间最好选择在上午 9 点——11 点
之间，每次晒背的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晒背前要先进食，不然晒
背出汗加上气温高，很容易低血糖，出现头晕心慌等症状；晒背时，
不可直接暴晒头部，可以选择用戴帽子或者太阳伞的方式将头部
遮住，同时保护好其他部位皮肤。晒背过程中，需要及时补充水
分，并避免喝冷饮；晒完之后，不要立刻吹空调或者冲冷水澡，最好
在阴凉处先歇一歇，让汗停一停。尤其注意，在晒背期间如果出现
不良反应需及时就医，警惕热射病的发生。

“大家不要盲目跟风，想在三伏天防治虚寒疾病的人群，可前
往正规医院，运用穴位贴敷和内服药物等专业方法来达到养生预
防疾病的目的。”段景文建议。

俗话说“冬养三九，夏养三伏”，中医认为，三伏天是冬病夏治
的最佳时期，此时在特定穴位进行中药敷贴治疗，能够达到良好的

“冬病夏治”疗效。近日，“三伏贴”在全市各大医疗机构火热开贴，
在市中医院各个三伏贴科室门前老早就排起了长队。

“我们家孩子脾胃不太好，以前经常消化不良，去年听朋友说
贴三伏贴可以治疗，就试了试。”市民巩女士说，“效果还是很明显，
贴了之后，孩子现在很少说自己肚子不舒服了，所以今年一入伏，
就赶紧带着孩子又来贴了。”

“三伏贴对哮喘、过敏性鼻炎、急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
病，脾胃虚弱所致的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慢性胃炎、肠炎等消化系
统疾病，反复感冒、咳嗽、食积等儿科疾病，以及一些妇科疾病都有
很好的疗效。我院针对不同疾病，分别制作了不同的伏贴，患者到
院治疗时，医护人员会对症贴敷。”市中医院医务科科长王建华介
绍，今年市中医院共开设 8 个科室提供三伏贴治疗，安排了预贴、
初伏、中伏、末伏、加强 5个阶段的贴敷时间，每个阶段 10天，为一
疗程。“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 3 次，成人贴敷时间不超过 4 小
时，儿童不超过 2小时。”王建华建议。

他同时提醒，三伏贴并不适合所有人群，贴敷前应请医生先辨
明体质和疾病性质。有严重心肺功能疾病、严重糖尿病、慢性病处
于急性发作期的患者，以及正在发烧的患者、皮肤易过敏的患者、
瘢痕体质的人群，三周岁以下孩子、孕产妇等均不推荐贴敷三伏
贴。贴敷后如果出现小水泡一般不需特殊处理，切勿自行挑破。
如在贴敷中感觉不舒服，可随时撕掉，若局部反应严重，应及时就
医。此外，在贴敷后要避免空调直吹和过低的温度，因为遇冷皮肤
毛孔会收缩，影响药物的渗入。还应少吃冷饮，冷饮不但伤及脾
胃，还会使沉积在体内的寒气凝滞，影响疗效。

7 月中旬，汉中气温持续升高，烈日炎
炎下高温炙烤的道路，仿佛一个巨大的“蒸
笼”，让人闷热难耐。然而，总有这样一群
人，他们顶着高温奋战在车水马龙、热浪滚
滚的马路上，维护着道路的安全与畅通，为
群众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7月 17日中午 12点，骄阳似火，正值下
班高峰期，在陈家营十字，汉中交警一大队
二中队执勤民警王颢树正忙着疏导交通。

陈家营十字作为中心城区东西交汇的
重要路口，每天早晚高峰期人流、车流十分
密集。王颢树和队友们不敢有丝毫懈怠，
他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豆大的汗珠从额
头上滴下来，脸被晒得通红，但指挥动作依
然标准，眼睛时刻注视着过往行人和车辆，
不时提醒着不文明交通行为。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他们穿着短袖制
服，戴着警帽，没有任何防晒装备，在烈日
下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这附近有医院、
学校、商场、居民小区，交通路段复杂，有时
仅靠交通信号灯是不行的，必须要到路面
上进行疏导。现在天气炎热，在烈日下执
勤说实话确实是很难受的，但是保障交通
秩序是我们的职责，这点辛苦不算什么。”
王颢树说。

“师傅，骑摩托车要戴安全头盔，不能
只顾凉快而不要安全！请您先下车配合我
们工作，谢谢。”在北团结街与莲湖路十字，
一大队二中队交警田向阳打手势制止住了
一名骑电动车未佩戴头盔的驾驶人，并善
意地提醒道。

从 中 午 接 岗 已 经 上 了 2 个 多 小 时 班
的田向阳，此时早已呈现出暴晒“画风”：
满脸通红，汗流浃背，警服湿了又干，干了
又 湿 。 许 是 天 气 太 热 ，他 总 感 到 口 干 舌

燥 ，嗓 子 都 快 冒 烟 了 。 已 经 喝 了 4 大 瓶
水，但还是不解渴，水分很快都被蒸发走
了，他自己开玩笑说：“喝水的速度赶不上
流汗的速度。”

疏导交通、查处违法行为、处理交通
事故……这是田向阳每天的工作，繁忙的
十字路口就是他的工作地点，不足 5 平米
的岗亭就是他的休息站，风吹日晒，四季
更迭，他已经在这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
献了 32 年。

“炎炎夏日，作为工作在一线的交通管
理者，纠正违法时不惧酷暑，保畅通时全力
以赴，高温天气下，我们工作更不敢有丝毫
懈怠。”田向阳说。

在中心城区，同田向阳一样奋战在烈
阳下坚守执勤的还有 200余名交警，他们不
惧酷暑，不惧骄阳，也不辞辛劳。奋战在

“热气腾腾”的交通一线，他们被太阳晒红
的黝黑皮肤和被汗水浸透的警服，凝聚着
城市安全守护者的赤诚。

“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 10千伏 142人
民线不停电抢修作业、10 千伏 115 农褒线
面粉厂分支带负荷更换柱上开关作业。经
检测，现场风速、空气湿度符合要求，所有
人员酒精测试、体温测试正常，并已集中存
放好手机，讲解了安全事项，签了生产现场
作 业‘ 十 不 准 ’承 诺 书 ，可 以 进 行 带 电 作
业。”7 月 18 日下午 2 点，烈日炎炎下，在汉
台区人民路上，国网汉中供电公司配网不
停电作业中心副主任罗锦宏正在对作业班
人员下达作业命令。

随 后 ，两 名 作 业 班 人 员 披 上 厚 厚 的
绝 缘 披 肩 ，戴 上 三 层 绝 缘 手 套 、安 全 帽 ，
由绝缘斗臂车升至 10 米高的作业点。在
两根电线杆间，他俩默契地互相配合，安
装线夹、搭接导线，一项项工作快速又有

条不紊地进行着。热辣的阳光炙烤着他
们 ，很 快 他 俩 就 满 脸 通 红 、大 汗 淋 漓 ，但
他 们 仍 一 丝 不 苟 ，严 格 按 照 标 准 化 流 程
逐 项 操 作 ，确 保 各 环 节 执 行 到 位 。 经 过
几 个 小 时 作 业 ，终 于 顺 利 完 成 了 抢 修 和
更换工作。

罗 锦 宏 告 诉 记 者 ，近 期 由 于 持 续 高
温 天 气 ，电 缆 负 荷 过 大 ，导 致 人 民 线 、农
褒线路出现故障。如果采用停电作业的
方 式 ，将 会 使 作 业 点 主 线 路 全 停 ，周 边
800 余 户 居 民 用 电 将 受 到 严 重 影 响 。 他
和 作 业 班 经 故 障 诊 断 后 ，决 定 通 过 不 停
电 的 方 式 进 行 作 业 ，保 障 广 大 居 民 的 正
常生活用电。

作 为 现 场 的 安 全 监 护 ，在 每 次 作 业
前，罗锦宏都会按规定严格落实每一项安

全生产要求。例如，收存所有作业人员的
手机，是为了避免作业时手机声音导致注
意力分散；用酒精测试仪测试是为了避免
出现酒后作业；宣读注意事项是为了提高
作业人员的安全警惕性等。尤其是进入
夏季后，因用电负荷增高，多雨水天气、线
路受损情况增多等原因，线路维修的频次
也随之增高，为了保证正常的生产生活用
电，必须采取带电作业的方法，以最大程
度降低对群众生活的影响。而备上藿香
正气水等防暑药品，已经成为高温下带电
作业的一种常态。

“7 月——9 月底，居民用电需求旺盛，
也是我们电力作业班最为忙碌的阶段。即
便烈日当头，大家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为
居民不间断用电提供保障。”罗锦宏说。

快递小哥 天气再热也要保障快件及时送达
本报记者 李弋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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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天晒背需谨慎
本报记者 朱媛媛 见习记者 吴梦

三 伏 贴 火 热 开 贴
医生提醒：起泡切勿自行挑破
本报记者 朱媛媛 见习记者 吴梦

近日，镇巴县中医院在该院院前广场开展“冬病夏治”三伏贴
义诊活动。图为针灸科护士长为居民们进行贴敷。 魏剑 摄

执勤交警“喝水的速度赶不上流汗的速度”
本报记者 李扬

7月 18日下午 2点多，电力工人身着密不透气的绝缘工作服，在烈日下进行带电作业。 李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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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8 日中午 12 点，正值下班高峰期，执勤交警正在北团结街与莲湖路十字路口指挥
交通，在高温酷暑下，汗水打湿了他的衣衫。 见习记者 高思懿 摄

7 月 19 日，在派送快件的间隙，圆通速递汉中分公司快递员秦亮喝下了预防中暑的藿香
正气液。 李弋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