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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鲍娜

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各类“消暑

神器”再度成为热销产品。除了传统
的遮阳伞、防晒衣、墨镜等防晒物品，
贴在额头上保持清凉的降温贴、系在

脖子上降温的冷感冰圈以及挂脖小风
扇等便携式清凉降温产品，也成了不
少人的选择。

在集宁区一家大型商场的自选便利
店里，记者了解到，自入夏以来，冷感冰
圈的销量一路飙升。据店员介绍，冷感
冰圈采用 PCM 填充物，这种材料在
28℃下呈固体状态，当与人体接触后，会
吸收人体体温热量，进而转化为液体。
而转化为液体的冰圈，只需用冷水冲洗
十分钟，或者放入冰箱冷藏几分钟，就能
重新变回固体状态继续使用。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冰圈”后发
现，冷感冰圈款式花色多样，价格从十几
元到几十元不等。购买者的评价也褒贬
不一，有的人觉得“凉快”，有的人觉得

“冷感持续时间短，不实用”。记者又采
访了一些使用过冷感冰圈的市民，效果
也是众说纷纭。

公司职员李鑫说：“冷感冰圈真是解
暑神器。我每天上下班通勤，戴着它脖
子周围凉凉的，感觉整个人都没那么燥
热了，心情都变好了！”

“降温冰圈刚戴上确实凉凉的，可如
果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效果就不那么明
显了。”外卖员张伟前不久买了降温冰
圈，使用后发现效果没有预期理想，“虽
说有多种方法可以把冰圈重新冻起来，
但在室外很难实现。而室内一般都是有
空调的，冰圈也就没那么必要了。”

“听朋友介绍买了冷感冰圈，刚用
的时候感觉挺提神醒脑。没过两天，就

感觉头特别重，还总是头疼。去医院检
查后，医生说我是颈椎受凉导致血管收
缩，血流减慢，脑供血不足。”市民陈玉
宁表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凉感冰圈虽然
被称为“行走的空调”，但其注意事项中
也没有标明不适宜使用人群。到底其效
果如何？记者采访了集宁区前进路社区
服务中心电管卫生服务站的刘建国医
生。刘建国表示，如果将刚从冰箱冷冻
室取出的冰圈直接佩戴在脖子上，颈部
血管会因突然受冷而收缩，有可能引发
偏头痛等不适。若长期将冰圈直接挂在
脖子上，还会导致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对
颈椎和颈部的神经血管造成不良影响，
常见症状包括颈肩痛、颈椎病，严重时甚
至会引起颈部血管收缩，减少血流，增加
脑血管病的发病风险。

“对于想要使用冷感冰圈的市民，建
议要尽量避免长时间佩戴。高温天气
下，颈部容易出汗，长时间佩戴会使冰圈
与颈部皮肤反复摩擦，还可能刺激局部
皮肤，诱发湿疹、毛囊炎等皮肤疾病。同
时，对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材料过敏的
人群，也容易因佩戴冷感冰圈诱发刺激
性接触性皮炎。在佩戴冰圈过程中要时
刻留意与冰面接触的皮肤是否出现不适
感。虽然冷感冰圈为人们带来了清凉，
但其使用过程中潜藏的安全隐患不容忽
视。本报提醒广大市民在追求凉爽的同
时，务必掌握科学的使用方法，切勿贪
凉，以保障自身健康与安全。”

““一秒清凉一秒清凉””背后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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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楠）连日来，乌
兰察布市遭遇持续降雨天气。为切
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内蒙古
自治区红十字（乌兰察布）应急救援
队全面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实行负
责人与备勤队员 24 小时双值班制
度，确保接到求助后3分钟内响应回
复，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巷口积水倒灌严重，能否协助
处理？”7月10日，救援队接到集宁区
桥西街道居民求助后，15 名队员立
即携带沙袋、抽水泵等装备赶赴现
场。队员们分工协作，用沙袋在低
洼处筑起1.2米高的临时挡水设施，
经过40分钟作业成功阻断水流进入
居民家中。据统计，7月以来该救援
队已累计出动 37 人次，处理积水倒
灌、车辆涉水等险情11起。

为提升实战能力，救援队日前
参与了自治区红十字会联合消防部
门开展的“2025 年水域救援综合演
练”。演练首次引入无人机救援单
元，在传统水域救援科目基础上，新
增无人机搜索定位、抛投救生圈等
实战科目。队长赵鹏介绍：“通过

‘空地一体’救援模式验证，我们应
对突发洪涝灾害的响应速度提升了
40%，为实战积累了宝贵经验。”

针对近期频发的强对流天气，
救援队发布安全提示：雷雨天气需
关闭门窗，远离金属管道；山区居民
应及时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在危岩、
广告牌附近停留；驾车遇积水路段
应尽快转移至安全区域。市民如遇
险情可随时拨打 24 小时救援专线：
13847437444、18047447778。

本报讯（记者 李梦娜 朱旭敏）近
期，集宁区各部门以实干举措推进民生
实事落地，从城管部门为企业破解建筑
垃圾处理难题，到社区为居民清运垃
圾、消除安全隐患，一件件暖心事让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城管部门：跨部门协调为企业纾困

“真心感谢城管局！没有你们的帮
助，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工程
垃圾。”近日，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代表将两面锦旗送到集宁区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对工作人员高效解
决建筑垃圾倾倒难题表达感谢。

据悉，该企业在施工过程中遭遇建
筑垃圾处理困境：项目部资质核准备案
手续繁琐，垃圾运输、备案核准流程复
杂。集宁区城管执法局得知后，迅速联
合住建、环保等部门建立全流程跟踪机
制，从垃圾产生、运输到备案核准提供

“一站式”服务。针对企业“多头跑”问
题，执法局主动协办手续，压缩审批时
间，为企业节省大量成本。

“锦旗是肯定，更是鞭策。”集宁区
城管执法局办公室主任张进臣表示，下
一步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意

识，以更高标准为企业和群众办实事，
为区域发展贡献城管力量。

◎社区行动：老旧小区垃圾清运见实效

“以前楼下堆着垃圾，走路都得绕
着走，现在干净了，心里也敞亮！”家住
集宁区公园大街21号的王巧丽看着整
洁的小区环境，露出满意的笑容。

该小区为老旧小区，近年来因居民
装修、管道维修等工程增多，建筑垃圾
随意堆放在楼栋角落，不仅影响美观，
还存在绊倒行人、滋生蚊虫等隐患。建
筑社区网格长在日常走访中发现这一
问题后，立即启动清理程序：一方面组
织工作人员全面排查，登记垃圾位置、
数量；另一方面协调街道办事处联系专
业清运队伍，明确清理时间、责任人。

清理过程中，网格长全程跟进，协助搬
运零散废料、向居民解释进度、提醒施工安
全。经过一天集中作业，小区内5处垃圾
堆放点被彻底清理。居民纷纷点赞：“社区
动作快、效率高，这下住着更舒心了！”

建筑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民生无小
事，后续将建立“定期排查+及时清运”
长效机制，通过“走访听民意、行动解民
忧、制度固成效”模式，持续解决居民身

边事。例如，计划每月开展一次环境卫
生专项排查，联合物业、志愿者形成清
理合力，确保问题不反弹。

从助企纾困到为民解忧，集宁区各

相关部门以行动践行初心，用实效赢得
信任。正如居民王巧丽所说：“事情虽
小，但能感受到政府真心为老百姓办
事，这样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本报讯（记者 李梦娜 朱旭敏）“老
师，剪纸的边角怎么剪才不会断呀？”“老
师，这道数学题我还是没想明白……”近
日，集宁区红袖公益协会组织志愿者走
进多个社区，开设公益课堂，为孩子们
的假期生活增添知识与乐趣。

◎工农路社区：剪纸传情，垃圾分
类入童心

在虎山街道工农路社区，志愿者郭
金阳正耐心指导孩子们剪纸。桌上散
落着彩纸和剪刀，孩子们的小手沾着纸

屑神情，却格外专注。一张张彩纸在翻
飞间变成卡通图案，引来阵阵惊叹。另
一边，垃圾分类活动同样热闹。志愿者
通过PPT展示卡通图片，讲解垃圾分类
知识：“废旧电池是有害垃圾，要放进红
色桶；菜叶果皮是厨余垃圾……”孩子
们争相抢答，现场气氛热烈。

“以前孩子放假，我们上班没人管，
他只能在家看电视、玩手机。”等候在教
室的家长徐燕看着儿子认真学习的模
样，满心欣慰。她告诉记者，得知社区
开设公益课堂，立刻给孩子报了名，“这
里既能辅导作业，又能学剪纸、做游
戏。孩子刚才还兴奋地给我展示他剪
的小老虎，说比在家有意思多了！”

◎电业社区：作业辅导有耐心，特
色活动添趣味

桥东街道电业社区的公益课堂
上，几张课桌整齐排列。志愿者张静
正俯身给三年级学生张晓逸讲解数学
题，她用草稿纸画出线段图，一步步拆
解数量关系。“我喜欢这里的课堂！”张
晓逸笑着说，“在家写作业很枯燥，在
这里能和小伙伴一起学，老师讲题也
特别清楚。昨天还学了垃圾分类，做
了手工！”

◎回民社区：绘本故事传精神，红
色教育润童心

桥西街道回民社区的公益课堂则
别具一格。休息时间，孩子们围坐在志
愿者身边，听他们讲述革命先烈的故
事。小小的身影专注而认真，红色种子
在心中悄然生根。

◎红袖公益协会：多元服务，助力
孩子成长

“我们希望孩子们的假期充实而有意
义。”红袖公益协会负责人孙国珍介绍，今
年暑期公益课堂已覆盖电业、工农路、回
民等多个社区，协会招募了近百名涵盖大
学生、教师、摄影爱好者等不同领域的志
愿者。“除了作业辅导，我们还开设了剪
纸、绘画、垃圾分类、心理辅导等特色课
程，让课堂既有‘干货’又有趣味。”

孙国珍表示，公益课堂的“版图”还将
持续扩大，未来计划延伸至更多社区，并
推出系列实践活动：“我们将带孩子走进
战役纪念馆聆听革命故事，参观科技馆感
受科技魅力，走进消防队学习安全知识。
通过这些活动，帮助孩子们拓展视野、增
长见识，培养责任感和爱心，真正实现‘丰
富假期生活，助力成长成才’的目标。”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公益课堂进社区：孩子假期有去处，家长省心更暖心

城管协助企业解难 社区为居民清理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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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旭敏）“以前晚
上开车进出车库，路两边停满车，错
车都费劲，剐蹭更是家常便饭，真让
人头疼！”近日，集宁区福星花园小
区居民李女士到繁荣社区反映问题
时，满脸无奈。原来，该小区因夜间
停车乱象频发，居民对道路改造方
案产生分歧，双方各执一词，矛盾逐
渐激化。

据居民反映，福星花园小区道
路狭窄，夜间车辆乱停乱放导致车
库出入困难，剐蹭纠纷时有发生。
部分居民提出通过改造拓宽道路，
但方案需占用小区一小片广场空
间，引发另一部分居民反对。“广场
是老人跳广场舞、孩子玩耍的地方，
少了一块多不方便！”居民张文虎表
示，他和不少邻居认为，不能为方便

停车牺牲公共活动空间。双方争执
不下，最终向社区寻求帮助。

接到诉求后，繁荣社区工作人
员立即到现场了解情况。面对僵持
局面，工作人员未急于表态，而是先
耐心倾听双方意见，再引导换位思
考：“有车的邻居多体谅广场对休闲
的重要性，常去广场的邻居也理解
开车出入难、怕剐蹭的困扰。”

经反复沟通协调，双方达成共
识：在道路一侧设置围挡。此举既
杜绝了夜间随意停车堵塞道路的问
题，又完整保留了广场空间。“方案
很实在！路不堵了，广场也没‘缩水
’，两边都满意！”居民李晓霞笑着
说。张文虎也点头认可：“社区调解
到点子上了，邻里之间确实该互相
多担待。”

繁荣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下一
步将持续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
作，将调解机制常态化，通过“早发
现、早介入”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
态，切实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
不出社区”，筑牢社区和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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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社区这样解决邻里矛盾

本报讯（记者 鲍娜）“我
们小区也装上天然气了！”近
日，家住集宁区建设小区的张
世敏站在自家厨房窗前，望着
楼外崭新的天然气管道，难掩
心中的喜悦。

建设小区建成于 1999 年，是
典型的老旧小区。“以前用液化气
罐，扛上扛下累得直喘气，冬天罐底
结霜还总烧不净。”她边说边指向墙
角的空液化气罐，“上个月听说小区
要装天然气，我每天都来工地瞅两
眼，现在管道铺到家门口，心里这块
石头总算落了地。”

在建设小区的施工现场，施工
人员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忙碌
的身影在工地上穿梭。为减少工程
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自7月初改造工
程启动以来，施工方精心设计方案，
采用边施工边清理的方式，加班加
点推进工程进度，并特意留出狭窄
通道，安排专人引导居民通行。

记者从集宁区市政公用事业服
务中心燃气股了解到，集宁区燃气
改造工程共涉及29个小区。2024年
已通气的小区有 14 个，惠及用户
7800 余户；2025 年施工的 14 个小区

涵盖8600余户。
随着燃气改造工程的推进，集

宁区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居民将告
别液化气罐，用上清洁高效的天然
气。这不仅改善了居民生活条件，
也提升了老旧小区居住品质，让大
家切实感受到生活的便捷。

集宁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燃气股副股长张振轩表示：“老旧小
区燃气改造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关
系到居民日常生活和生命财产安
全。我们会严格监督施工质量，加
快施工进度，确保按时完成改造任
务，让更多居民早日用上安全、便
捷、经济的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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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宁区燃气改造让老旧小区居民
告别“扛罐上楼”

●●建设小区燃气改造施工现场建设小区燃气改造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鲍娜鲍娜 摄摄

●冷感冰圈 本报记者 鲍娜 摄

提高防灾意识提高防灾意识
关注生命安全关注生命安全

雨季内蒙古红十字乌兰察布
救援队以行动筑牢安全防线

●●应急救援队队员为居民做好防汛措施应急救援队队员为居民做好防汛措施 图由救援队提供图由救援队提供

●●志愿者为孩子们辅导假期作业志愿者为孩子们辅导假期作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梦娜李梦娜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