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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何欣）市民杜先生昨日向本
报热线反映，河西区珠江道与友谊南路交口
附近人行道上堆放的水泥线杆占压盲道，希
望有关部门尽快处理。

记者赶到现场看到，在珠江道北侧距离
友谊南路50米左右的路边，两根十几米长的
水泥线杆横躺在人行道上，占压部分盲道。
线杆根部的水泥破碎脱落，锈迹斑斑的钢筋
裸露在外。住在附近翠水园小区的李先生
说，水泥线杆堆放在人行道上已经很长时间
了。该路段平时往来行人很多，行人很容易
被线杆绊倒。

记者将上述情况反映给属地梅江街道办
事处，工作人员表示会派人到现场查看，尽快
确定并联系产权单位及时处理。 何欣摄

（奖杜先生信息费30元）

线杆占压盲道

我在现场我在现场

本报讯（记者何欣）河西区消防救
援支队前日在环渤海装饰城家居购物
中心举行大跨度人员密集场所灭火救
援综合实战演习。

演习假设购物中心一层某商铺
起火，有多人被困。购物中心值班人
员发现火情后，立即拨打119报警电
话并通知购物中心微型消防站。微
型消防站消防员迅速做好个人防护，
携带灭火救援装备赶赴现场，购物中
心周边联动企业微型消防站也及时
增援。各微型消防站消防员按照预
案分成两组，一组利用室内消火栓出
水枪灭火，另一组负责将现场人员疏
散到安全区域。

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立即调
派消防员赶赴现场，消防员在灭火的同
时，疏散被困人员、抢救受伤人员。20
分钟后，现场明火全部扑灭，经侦查无
复燃危险，演习圆满结束。

人员密集场所
演练灭火救援

本报讯（记者狄慧）南开区首个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指导站日前
在南开区中心小学成立。指导站旨
在指导学校落实学生五育并举的育
人工作，助力家长尽好家庭教育责
任，提高家庭教育水平。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发现有些

孩子缺乏良好的行为习惯，有些孩子
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而这些问题的
根源是家庭教育理念不科学。学校
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指导站成立后，将
聘请专家和社会爱心人士，通过指导
站这一平台把学校、家庭、社会教育

融于一体、形成合力，助力孩子健康
成长。”南开区中心小学校长王敏介
绍，学校将增强协同育人共识，搭建
更加畅通的沟通交流渠道，探索校家
社协同育人新模式。

据介绍，目前南开区已建立区、
校两级工作机制，在建立区级学校家
庭教育指导中心的基础上，各学校将
建立协同育人指导站（工作站），充分
发挥学校的育人功能。
“今年1月，教育部等十三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
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更加明确了学

校、家庭、社会的育人职责。其中，学
校要充分发挥协同育人主导作用，家
长要切实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社
会要有效支持服务全面育人。区妇
联、团区委、属地街道和派出所等单
位也积极参与进来，各司其职。”南开
区教育局学生思想教育与管理科科
长曹玉虹表示，将不断完善工作体
系，加强队伍建设，建立全方位家校
沟通体系，打造多维度家庭教育指导
格局，通过线上课程、线下活动相结
合的方式，以点带面，整体推进，形成
有特色、有亮点、可复制的南开经验。

南开区首个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指导站成立

家校社联手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和平区中心小学近日举办校园运动会，全校2000余名师生及家长志愿者

参与其中。

据了解，和平区中心小学至今已开设足球、篮球、排球、高尔夫球、击剑、

平衡车、攀岩、棒球等20余种体育特色社团，让学生在运动中增强体质、磨砺

意志。 本报记者 周伟摄

本报讯（记者刘畅）昨日有市民拨打本报
热线电话反映，和平区福安大街一处柏油路
面因车辆辗轧出现凸起，影响行车安全。

记者在福安大街印象城对面的路口处看到，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隔离护栏下有长约1米的路
面凸起，凸起路面高出正常路面约15厘米。

记者就此情况联系市道路桥梁管理事务
中心，工作人员经过现场查看确定该处属于
地铁施工范围。随后记者联系地铁客服热
线，值班人员表示将联系相关责任部门派人
到现场查看处理。 刘畅摄

（奖麦女士信息费30元）

柏油路面凸起

本报记者 张家民

今年的6月8日是第15个世界
海洋日和第16个全国海洋宣传日。
拥有一片蓝色的大海和美丽的海岸，
是很多天津人的殷切期盼。天津华
北地质勘查局第四地质大队队长詹
华明踏实做事、勇于创新、孜孜不倦，
带领同事用辛勤的汗水书写了华勘
人的“蓝海梦”。

门外汉变身领航人
2010年，为了更好地适应沿海大

开发新形势和服务滨海新区开发开
放，天津华北地质勘查局决定发展海
洋地质新兴产业，负责项目开发的任
务交到詹华明手中。地质专业出身
的詹华明当时是海洋地质工作的门
外汉，对于开展工作感到无所适从。
没有项目，没有核心技术，也没有有
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一个个难题摆
在他的面前。他一边海量研读专业
资料，一边向高校、行业专家虚心求
教，从天津海陆相互作用的海岸带地
质环境安全问题入手，闯向新领域。

针对天津海岸带当时面临的水
体与湿地减少或消失、地面沉降、土
壤盐渍化等地质环境恶化的严重挑
战，詹华明从2011年开始主持“天津
市海岸带灾害地质预报技术”“天津
市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地质综合调查
监测技术方法集成”“天津市滨海新
区近海海洋地质环境调查与评价”等
项目。经过5年的不懈奋斗，基本查
明了天津近海海底地形地貌、地质类
型、地质构造和环境地质特征，并对
近海海域地质环境进行综合性评价，
首次编制天津近海海域潜在海底地
质灾害图，确定了天津市海岸带潜在
灾害地质要素，提出了滨海湿地修复
和保护生态系统的方案。几年磨炼，
詹华明从门外汉变身领航人。

为湿地升颜值增价值
水阔滩净、鸥鸟翔集的华北地区

最大潟湖——七里海潟湖，受筑堤、
围垦、过度养殖、地表径流减少等影
响，生态服务功能一度恶化，湿地水
面大大萎缩。2016年，秦皇岛蓝色海
湾整治行动全面启动，七里海潟湖湿

地生态修复成为重中之重。
詹华明率领华勘联合体技术团

队对潟湖面积萎缩、湿地水质污染加
剧湿地生态功能退化等问题进行现场
诊断，并在众多竞标者中脱颖而出，成
功拿下七里海潟湖湿地生态修复工程
的实施方案编制、综合整治规划、前期
调查、测绘、勘察和修复项目。

他提出基于小流域综合治理模
式下的七里海污染综合治理的治理思
路，获得当时“蓝色海湾”国家级评审
专家的高度认可，通过数值模拟最终
把恢复年代参照坐标确定在尚未开展
人工养殖的1958年，并以此编制规划
方案。“这套综合治理规划经过一年多
的打磨，我们跑了全国很多地方，由
60多位专家反复讨论、审定……”詹
华明对那段日子记忆犹新。

最终，实施效果让七里海潟湖提
升了颜值，也增加了价值。2020年项
目一期工程完工，退养还湿近450公
顷，湿地总面积恢复到 7.6平方公
里。通过生态修复，已有40余种鸟
类重回七里海潟湖，火烈鸟和濒临灭
绝的斑嘴鹈鹕惊艳现身。

天津华北地质勘查局的詹华明和同事们积极投身海洋地质业

用科技守护“蓝海梦”

小小少年“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