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治地质灾害 宣传走近身边
龙岗区2018年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活动圆满结束

深圳主要地貌为低山丘陵，每年
降雨期较长、短期降雨量大，加之城市
规模不断扩大，建筑边坡数量不断增
加，因此面临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
质灾害风险，威胁周边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地质灾害的防治一直是深圳
市规划国土委的工作重点，向群众普
及地质灾害的相关知识是其中不可或
缺的一环。

7月5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委员会龙岗管理局（以下简称龙岗管
理局）在横岗文体广场、华升学校开展
了以“生命至上，安全发展”为主题的
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活动。据了
解，今年 6月份和 7月份，龙岗管理局
已在南坑社区、沙塘布社区、新梓学校
和龙岗中心小学举办了4场地质灾害
防治知识宣传活动，旨在不断扩大地
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范围，在全区各
街道、社区和学校全面传播防灾避险
知识，提高市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共同
构建群测群防体系。

手拉手学习防灾知识

宣传活动得到了各街道、学校的
积极配合和社区居民、学生的热烈欢
迎。活动开始前，为了让群众更好地
了解地质灾害和学习避险技能，达成
良好的预热效果，龙岗管理局在活动

现场布置12块宣传展板，详细介绍了
深圳市多发、易发的几种常见地质灾
害类型及灾害发生前的征兆、逃生方
式等知识，吸引众多居民驻足阅览。
在校学生也积极学习展板上的知识，
大家围在展板面前，你一言，我一语的
讨论，现场俨然变成了“辩论赛”。

在每场宣传活动中，宣传人员都
会发放环保袋、折页、宣传手册等资
料，现场居民和学生认真学习地质灾
害防治的相关知识，不少人还向宣传
人员询问关于边坡治理的内容，以及
导致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发
生的主要因素等问题。

心连心保障生命安全

为了让老年群体和少年儿童都能
有效地学习、理解防灾避险知识，龙岗
管理局针对这些特定人群制作地质灾
害防治知识宣传短片（包括逃生避险、
灾前征兆、五步避险法等）和动画短
片，在社区、学校进行播放。专业讲师
向大家生动而详细地讲解地质灾害防
治知识，不少居民和学生对照资料认
真听讲，神情专注。同时，现场还开展
了有奖答题环节，回答正确的居民和
同学领取了雨伞、毛巾、跳跳棋、拼图
板、文具盒、水彩笔等礼品。龙岗管理
局在学校宣传活动中将“泥石流逃生

游戏”和“宣传口号速拼游戏”带到课
堂上，同学们运用学到的地质灾害防
治知识在趣味游戏中顺利通关。这些
寓教于乐的宣传活动，充分调动了学
生和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促进了大
家对防灾减灾知识的学习，得到群众
的一致称赞。

此次活动共吸引 1800余人参与，
发放宣传画册、宣传折页、反馈问卷等
宣传资料5000余份，环保袋、雨伞、防

灾避险跳跳棋等纪念品6000余份。
此次宣传活动得以圆满举行，

有效强化了群众的防灾意识，帮助
他们提高了逃生避险能力。今后，
龙岗管理局还将进一步扩大宣传范
围，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
传工作，与广大居民共同构建安全
和谐的生活环境，共同创造更安全
幸福的深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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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朋友”和小朋友一同学习防灾知识。

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病，也是心脏病、脑
卒中、肾脏病发病和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据国
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6》显示：目前，中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25.2%，患者人数达 2.7亿。高血压的治疗，除了
药物降压外，日常的饮食调控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日常饮食要遵循以下三个
原则：

一：控制热量摄入

超重或肥胖均对控制血压不利，且容易引发
其他心血管疾病。因此，高血压患者日常饮食应
该注意热量的控制，每顿饭吃七成饱即可，切忌暴
饮暴食。应尽量少食或不食零食以及汉堡包、薯

条、其他油炸食品等高热量食品，更要少吃蛋糕、
甜点、糖果、饮料等。另外，还应少吃高脂肪食物，
减少饮食中脂肪的摄入，特别是动物性脂肪。食
用油尽量选用豆油、花生油、葵花子油等植物油，
且每人每日摄入量不超过30克。

二：减少钠盐摄入

高盐饮食是引起高血压非常重要的因素，且
不利于血压的控制。研究显示，每人每天若摄入
食盐的量增加 2克，则收缩压和舒张压平均升高
2.0毫米汞柱和 1.2毫米汞柱。对于高血压患者
来说，减少钠盐摄入是控制好血压必须的条件。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日盐摄入量不超过 5
克。高血压患者日常不仅要注意减少炒菜时的

用盐量，还应避免或减少咸菜、酱菜、咸蛋等腌制
食品及富含钠盐的罐头、饼干、酱料等隐形盐的
摄入。

三：保证新鲜果蔬摄入

适当增加新鲜蔬菜、水果的摄入量，蔬菜每
日吃 300-500 克，尤其是深色蔬菜，如青椒、南
瓜、豆角、西红柿、小油菜、油麦菜等，不仅富含
钾，而且富含钙、抗氧化成分和纤维素，这些都是
对血压或心血管有保护作用的营养素。水果每
日吃 200-350克，要吃完整的水果，而不是榨成
汁的。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钾、膳食纤
维等营养素，对控制血压，预防心血管病也十分
有益。

高血压日常饮食应遵循三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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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十五
车辆相撞引纠纷 分清责任化矛盾

龙城交警中队人民调解工作室

●案情简介
2017年8月19日21时53分许，张

某驾驶粤B/3X9Y2号小型轿车行驶至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地铁路段

时，车头右侧与同方向相邻车道行驶

的由林某辉驾驶的电动车车身左侧发

生碰撞，造成林某辉受伤、两车部分损

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交通事故责任认

定书认定张某驾车未确保安全，负事

故的同等责任；林某辉驾驶非机动车

未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负事故的同

等责任。龙城交警中队人民调解工作

室介入调解，成功化解纠纷。

●调解过程
民警出具交警事故认定后，引导

双方当事人到龙城交警中队调解室进

行调解。调解员陈某告知双方当事人

权利义务后，分别听取了双方当事人

的陈述，通过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

定书，告知双方当事人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双方都有过错，按照各自过错的

比例分担责任。主要针对人身损害赔

偿和车辆修理费赔偿进行协商。因伤

者林某辉受轻微伤，保险公司赔偿人

身损害的费用在 3000元以内，机动车

方司机修车费定损价在 8000元，机动

车方保险在责任范围内只会承担60%
的修车费，针对 40%的修理费双方起

了矛盾纠纷，伤者方认为自己比较困

难，不愿赔偿40%的费用，司机认为医

疗费自己已经付过了，根据过错责任，

40%的修车费理应由林某辉承担。调

解员陈某引用了“换位思考保证双方

利益”劝导两人退一步思考，也要设想

对方是怎样考虑的，互相“相让”和“想

到”。建议人身损害与财产损失可以

通过互抵的方式解决，余下的 1200元

双方再协商处理。

●调解结果
因伤者林某辉没有工作，经济条

件较为困难，最后除保险赔偿的人身

损害赔偿费用 2200元抵张某的修车

费，再额外支付 500元。双方达成共

识，自愿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适用法律法规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

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

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

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

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

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

有过错蝗，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

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

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

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

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

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

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

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

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

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

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四

十六条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

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

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

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

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

承担赔偿责任：

（一）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无事

故责任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

任；（二）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

次要责任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

之八十的赔偿责任；（三）非机动车驾

驶人、行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的，由机动

车一方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赔偿责任；

（四）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主

要责任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

四十的赔偿责任；（五）非机动车驾驶

人、行人负事故全部责任的，由机动车

一方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

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

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

承担责任。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与

处于静态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

机动车一方无交通事故责任的，不承

担赔偿责任。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

任强制保险的，由机动车方在该车应

当投保的最低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

偿，对超过最低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

按照第一款的规定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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