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至已至，随着气温飙升，越来越多市民
走进图书馆，在凉爽舒适的环境中享受书香。
记者昨日从成都图书馆了解到，与 6 月 14 日
（上周六）相比，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本周六入
馆人数增长25%，同时馆内XR沉浸式阅读体
验空间的营业额增长66%。

昨日上午，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内的少儿阅
览室十分热闹，许多家长正在陪伴孩子读绘本、
做作业。孩子们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阅览室的
每个角落都充盈着浓浓书香。市民陈欣的家距
离图书馆不远，开车10分钟左右就能到。“这段时
间天气太热了，孩子在这里做作业效率会提升很
多。”陈欣表示，图书馆里清凉舒适，图书资源多，
读书氛围好，大人小孩都可以得到很好的阅读体
验。图书馆另外一侧的自习阅览室里也是“满
员”状态，有的读者正在专心致志地阅读手中的

书籍，有的则是敲着电脑高效工作，夏日的燥热
被隔绝在外，只剩下一室的温馨与书香。

在中午用餐时间段，记者看到位于馆内负
一楼的用餐区域的所有餐桌都坐满了读者，同
时还有不少读者正在排队点餐。“这里可真是
个‘避暑胜地’，外面热得不行，一进图书馆，浑
身都舒坦。”读者廖佳佳笑着告诉记者，她上午
10 点半来到图书馆时，阅览室的座位就所剩
无几了。“我特别喜欢来这里看书工作，中午饿
了下楼就有吃的喝的，特别方便。”

成都图书馆宣传与文创事业部商业板块
负责人吉倚林告诉记者，从上周六以来，随着
气温逐渐攀升，图书馆消费区的营业额也随之
有明显增长。据成图统计数据，相比上周六，
本周馆内主要餐饮区“喜阅驿站”的订单数和
销售额都增长超过30%。

此外，同样位于负一楼的XR沉浸式阅读
体验空间也十分火爆。戴上 VR 眼镜，跳进

《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兔子洞，与疯帽匠、白皇
后共赴盛大的茶会；走进《登月》，登上太空电
梯去探索月球的秘密……在成图XR沉浸式
阅读体验空间中，通过XR技术赋能，《一千零
一夜》《海底两万里》《小王子》等经典文学 IP
被转化为可交互的360度环绕视觉场景，自开
放以来备受读者喜爱，预计该体验空间将在暑
假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

成都图书馆流通阅览部工作人员表示，
暑期是图书馆的人流高峰期，为确保广大读
者享受优质的阅读体验，该馆精心筹备了系
列精彩纷呈的阅读推广活动。同时，成都图
书馆还在近期发布“暑期文明阅览倡议”并实
施座位管理新规，对短时离座及用餐离座的

时限做出明确规定，以避免长时间占座行
为。“下周，我们即将启动‘小馆员成长行动’
招募工作，面向社会招募 588 名小志愿者及
294 组亲子志愿者，参与咨询引导、维护阅读
秩序等志愿服务。”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文/图

图书馆人流增长明显

“文化纳凉”成为避暑新选择

读者在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阅读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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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化校园工伤预防体系，增强
高校教职工和学生的安全意识与自我
防护能力，成都高新区联合电子科技
大学于 2025 年 6 月 19 日开展“查找身
边安全隐患 筑牢工伤预防防线——
2025 年安全生产宣传月暨工伤预防校
园行”活动，通过“培训+体验”双线融
合，推动工伤预防理念在高校落地生
根、深入人心。

本次活动紧扣“工伤预防”主线，聚
焦高校教职工等重点就业群体，通过

“室内培训+户外体验”的融合形式，系
统普及工伤预防政策与岗位防护知识，
强化风险识别与隐患排查能力，助推形
成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行为
转变，进一步夯实高新区多元共治的工
伤预防基础。

教职工在活动后纷纷表示，本次活

动不仅增强了对“隐患即事故”的深刻
理解，更唤起了自觉履行岗位安全职责
的责任感。今后将持续在日常工作中
强化风险识别、落实防护措施，做到不
伤自己、不伤他人、不被他人所伤。

下一步，成都高新区将持续推动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工伤预防宣传
教育，推动工伤预防工作向制度化、常
态化、系统化方向迈进。通过多元主
体联动、全域资源协同，不断夯实“人
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基层治理基
础，为建设平安高新、幸福高新贡献工
伤预防力量。 文/杨涛

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筑牢工伤预防防线
成都高新区2025年工伤预防之安全生产宣传月活动圆满举行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孟
浩） 6—8 月，成都举办“世运有礼 成都等
你”暑期消费季活动火热举行。6 月 21 日，

“2025世界滑板日”活动在成都青羊区文殊
坊举办，打造“运动+文创+市集+美食”融合
消费场景，边逛边淘，一站式打卡运动妙趣、
文创手作、新奇好物、特色小吃。

“2025世界滑板日”活动已连续三年在
成都文殊坊举办。活动当天，滑板达人齐聚
文殊坊，以“街区”为舞台，开展滑板长板路
冲赛、常规/对抗赛等一系列精彩比赛。比
赛场外，市集等场景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运
动消费场景，展示成都暑期消费活力。

“文殊坊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千年文化沉
淀，更以创新姿态和各业态组合消费新场景
拥抱未来。”成都文殊坊相关负责人表示，

“成都迎接第12届世界运动会之际，文殊坊
积极参加成都市‘世运有礼 成都等你’暑期
消费季活动，打造‘文化+运动+消费’的融
合消费场景，让游客和市民在文殊坊，既能
沉浸于历史街区的文化底蕴，也能亲身参与
或感受运动的激情与欢乐。”

大雨中仍有人在野钓

6 月 18 日，记者和杨洁来到了三
岔湖边乘船，此时正在下着大雨，记者
看到一旁设置着“禁止下水”等警示
牌，然而，尽管此时雨势较大，但依旧
有不少人正沿着三岔湖的岸边野钓。

“雨势虽大，但这些野钓者的心更大，
有些专门还要挑着大雨天来钓鱼。”杨
洁介绍道。

前进时，湖中有多个小岛，记者看
到一位钓鱼爱好者乘船到岛上，在岸边
自己搭了个简易钓台，就直接坐在水面
上钓鱼。“下雨天地面会非常湿滑，而且
这种临时的台子不一定稳当，如果突遇
大风，稍不注意就可能跌入水中。”杨洁
带着记者来到湖边一处小岛旁，上方有
一些密密麻麻的电线，“大家在钓鱼时，
使用的方式往往都有抛甩鱼饵的动作，

而三岔湖有多处地点设置着电线，稍不
留意就有触电的风险。”

沿着湖走了一圈，记者发现大多
数钓鱼者选择的位置都比较危险，有
部分距电线杆较近，还有部分坐在无
遮挡的岸边斜坡。“大家在选择钓点
时，尽量远离湿滑陡坡、入水口、排水
口、水草暗礁密布区、高压线等附近，
避免触电和失足落水。”杨洁提醒道，

“如果遇到大雨大风伴随着闪电，大家
就不要外出了。”

突遇落水如何应对

杨洁告诉记者，每年都会有不少
人在岸边戏水，他们也经常接到相关
的警情，“三岔湖水域面积广阔，水下
情况错综复杂，水草暗礁密布，一旦脚
被缠住，很难挣脱掉，并且由于湖面广
阔，一旦被困很难被人及时发现，大家

千万不能下水！”
同时，三岔湖部分水域开放有游

船项目，对此，消防员提醒，“大家在乘
船前应检查救生衣是否完好并正确穿
戴，在乘船和游玩过程中应加强对小
朋友的关注，避免小朋友在船上打闹
造成落水。”

如不慎落水该如何正确自救？杨
洁进行了现场演示。他穿戴好水域救
援服装和救生衣，缓慢走进水中，将身
体平躺浮在水面上，“如果不慎落水，
一定保持冷静，仰躺身体把口鼻露出，
并抓住一切可以漂浮的物品，并大声
呼救引起注意。”

成都消防提醒大家，野外水域未
知因素多，看似平静的湖面，可能也会
暗藏危险，珍爱生命，一定不要去未开
发的水域野钓，并且千万不能私自下
水戏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徐松明 文/图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瑰玮）
过了夏至，“上蒸下煮”的三伏天便开始进入倒计
时，儿童体温调节功能尚未发育完善，面对高温，
防暑十分重要，长期反复中暑，不仅影响生长发
育，还可能对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造成不可逆的
损伤。儿童防暑有哪些方面家长应该重点关注？
日前，记者采访到了相关专家。

记者了解到，小朋友体温调节中枢发育尚不
成熟，皮下脂肪较薄，汗腺功能也不如成人发达，
散热能力相对较弱。盛夏到来，外界气温持续升
高，若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或进行剧烈活动，身
体产热增加而散热困难，极易引发中暑。此外，小
朋友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出汗多，若水分和
电解质补充不及时，还可能导致脱水、电解质紊
乱，进一步加重身体负担。

“小朋友中暑时，初期可能表现为精神萎靡、
食欲不振、体温轻度升高、面色潮红、皮肤灼热、大
量出汗等症状。若未及时处理，病情加重后，会出
现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烦躁不安，甚至抽搐、昏
迷等症状。”据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儿童风湿
免疫科护师程依雨介绍，长期反复中暑，不仅会影
响生长发育，还可能对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造成
不可逆的损伤。因此，家长必须高度重视小儿防
暑，及时识别中暑信号，采取有效措施应对。

据了解，保持室内凉爽舒适是儿童防暑的
关键。可使用空调将室内温度控制在 26℃左
右，同时，利用加湿器或放置水盆等方式，将室
内湿度维持在 40%—60%。每天至少 2—3 次，
每次 20—30 分钟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新
鲜，减少病菌滋生。

程依雨提醒，一旦发现中暑，应立即将孩子转
移到通风良好的阴凉处或空调房间，解开衣物，用
湿毛巾擦拭孩子的额头、颈部、腋窝、腹股沟等大
血管丰富的部位。可以借助小儿推拿中的清天河
水、揉大椎、捏脊柱等手法，帮助患儿尽快散热。

“若症状较轻，经上述处理，体温下降，精神状态好
转，可继续观察。若体温持续不降，出现抽搐、昏
迷等症状，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三伏天进入倒计时
儿童防暑有哪些重点？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锐
凯） 6 月 21 日，2025 年“爱成都·迎世运·动起
来”世界运动会项目校园推广活动暨“快乐之
星”2025 年成都市青少年柔道比赛在新津区成
外学校举行，来自川渝地区的 25 支青少年精英
队伍汇聚蓉城，以赛为媒扩大世运影响，点燃校
园运动热情。

据悉，一共有来自重庆、成都、雅安、绵阳、德
阳、凉山的262名青少年柔道运动员参加了本次
比赛。赛场上，运动员用一个个干净利落的过肩
摔，一次次扣人心弦的地面缠斗，展现柔道的刚柔
并济。随着终场哨响，此次柔道比赛圆满落下帷
幕。赛场上，小选手展现出的坚韧与拼搏，不仅诠
释了柔道运动的精神内涵，更与世界运动会倡导
的全民参与，超越自我理念一脉相承。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打破传统办赛模
式。为确保比赛高质量举办，主办方组建了国家
级专业技术保障团队，特别邀请曾服务全国柔道
赛事的山西技术保障团队全程护航，智能打分、实
时画面展示与多视角慢镜头回放确保比赛公正公
平进行。

新华社成都6月21日电（记者 陈地）国家
象棋集训队选拔赛及世锦赛选拔赛21日在成都
彭州举行。知名棋手唐丹、左文静、陈幸琳等参加
本次选拔赛。

按照赛事计划，21日至23日，选拔赛将通过
七轮较量，决出男、女各16名棋手进入新一届国
家象棋集训队。26日至29日，国家集训队将进行
世界锦标赛选拔赛，32名精锐棋手将经过多轮对
决，争夺代表中国出征第十九届世界象棋锦标赛
的资格。

据介绍，本次集训不止于棋盘上的较量，同时
也注重棋手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综合素质培养。北
京体育大学、成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将从反兴奋剂、
赛风赛纪等多个方面为运动员授课。

中国象棋协会副主席陈大清表示：“本次集训
队选拔赛，是中国象棋协会近年来首次组建常态
化国家集训队的重要举措。其核心目标在于发掘
新锐、锤炼精英，通过系统科学的训练，全面提升
我国象棋运动的竞技实力，捍卫国家荣誉，传承弘
扬国粹文化。”

随着世运会开幕越来越近，全民运动的
活力氛围在成都渐浓。记者昨日在位于新
都石板滩片区的兴城国际足球体育公园看
到，世运会唯一棒垒球竞赛场馆已完工，做
好了迎接比赛的准备。目前已有四川垒球
队等专业队伍来此开展训练，还吸引了许多
垒球爱好者以及中小学学生前来体验世运
项目。

传球、击球、奔跑、上垒……记者来到场
馆时，四川垒球队队员正在训练，大家对这
片国际标准的赛场非常满意，四川垒球队队
员何林兴奋地说：“红土区和草坪区脚感太

棒了，每次击球、跑垒都更有信心。”队员雍
梦君也表示：“热身区宽敞，休息区舒适，在
这里训练就像参加国际大赛！”专业的场地
条件让队员们直呼“在这里比赛，能尽情发
挥技术水平。”

记者在现场看到，棒垒球竞赛场馆主
要由 4 个标准足球场改造而来，在整个场
地内改造出 2 片标准比赛场地、4 片热身
场地，并配有临时看台。作为垒球项目唯
一场馆，世运会期间，该场地将承担男
子、女子垒球项目共 40 场比赛，决出 2 枚
世运金牌。

不仅是专业运动员，这所符合国际赛事
标准的专业垒球场馆，也吸引了许多市民和
棒垒球爱好者。成都实外新都五龙山学校
小学部和锦门小学的百余名小学生作为首
批“探秘者”来到球场，掷球、接球，沉浸式体
验这项新奇的运动。“今天我学习了很多棒
垒球技术，很开心。这里真的很棒！等世运
会垒球比赛时，我一定会到这里来看比赛！”
专程来体验新场馆的巴西垒球爱好者Fedor
也竖起了大拇指。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
受访单位供图

成都世运会棒垒球场馆完工

将迎来40场比赛 决出2枚金牌
“红土区和草坪区脚感太棒

了，每次击球、跑垒都更有信心。”

“在这里训练就像参加国际大赛！”

“在这里比赛，能尽情发挥技术
水平。”

“世运有礼 成都等你”
暑期消费季活动火热进行中

安全过一夏夏

大雨天还在钓鱼？ 切不可“钓”以轻心！
记者跟随消防员实地揭露湖面下的危险

气温飙升，天气炎热，周边水域成为市民休闲避暑的去处，但每年因戏水、野泳、野钓所引发的
安全事故屡见不鲜，哪些涉水行为存在风险？哪些水域去不得？发现哪些征兆要及时撤离？本
月，成都日报锦观新闻推出《安全过一“夏”》系列报道，记者跟随消防队员实地前往多处易发生溺

水被困事故的地点，揭露清凉水域下暗藏的危机和风险，并为大家进行防溺水的安全提示。
这一期，记者跟随成都东部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杨洁来到了三岔湖，这里有丰富的鱼类资源，每年都会吸引不少

钓鱼爱好者前来享受野钓的乐趣，但在这片美丽的湖面下，也藏着许多安全隐患。接下来，消防员将实地为大家揭晓野钓
背后的危险，并下水为大家进行落水自救演示。

气象万千运动无限

262名小运动员参赛
2025年成都市青少年柔道比赛收官

备战世锦赛

国家象棋集训队选拔赛
在蓉举行

大雨中，依旧有人在三岔湖岸边野钓。

四川垒球队队员正在训练。

成都世运会棒垒球场馆已做好迎接比赛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