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 辉 实习生 何
爽）“啊呀，我的天，家里咋来了这么
多蜜蜂，嗡嗡嗡四处乱飞。”5月27日
上午，市区辽河路与舟山路交叉口一
处独家小院，住在这里的荆女士一家
被一群“不速之客”所侵扰。

家中葡萄架上聚着一群蜜蜂

荆女士家的小院是三层楼，楼顶
是一片小花园，花园里石榴花开得正
艳，一人来高的葡萄架上爬满了葡萄
藤蔓。往常吃罢饭，荆女士都要来到
这片小花园里浇水，可是这次她却看
到葡萄架上聚集着一群蜜蜂，如黄色
云朵密密麻麻，发出“嗡嗡嗡”声，
外围还有不少蜜蜂在四处飞舞。

看到这样的场景，荆女士吓了一
大跳，赶紧跑回屋，关了屋门。

“昨天还好好的，咋一夜之间来了
这么多蜜蜂。附近都是居民区，要是
蜇伤人咋办？”荆女士一家人说，他们
本来以为蜜蜂停留一段时间就会飞
走，到了中午时分，发现蜜蜂不仅没
走，而且越聚越多，大有安营扎寨之
势。担心家人和邻居可能会被蜜蜂蜇
伤，荆女士赶忙报警请求消防官兵来
驱赶蜜蜂。

消防队员帮忙赶走

当天下午 5时许，郾城区消防大
队派出消防队员来到了荆女士家，发
现葡萄架上已经形成一个大蜂团，长
约20厘米，宽约10厘米，估计有几百
只蜜蜂。

“可能是来了蜂王，才引来了这么
多蜜蜂。蜜蜂选择在这里筑巢，与这
个小花园环境好花草多有关。”郾城区
消防大队的现场负责人说，他们决定
利用杀虫剂将这些蜜蜂清除、驱散。

随后，一名消防队员身穿防护
服，手拿杀虫剂对着蜂团一阵猛喷。
几秒钟后，这些蜜蜂有的被消灭，有
的飞走了。

“蜜蜂虽为益虫，但仍需谨慎。”
郾城区消防大队的有关负责人提醒
说，市民一旦发现蜜蜂在家中筑巢，
最好别招惹它们，它们一旦发起攻
击，往往倾巢而出。遇到这类情况，
建议报警由专业人员处理。

夏季哪些昆虫较凶猛

每年夏天，都是蚊虫密度最高的
季节，其中较为常见的危险昆虫有马
蜂、蜈蚣、螨虫、跳蚤等。马蜂蛰伤
人后，人会有喉头水肿、呼吸困难、
浑身瘙痒等急性症状；而蜈蚣、螨

虫、跳蚤咬伤人后，一些人会出现感
染症状，还有人会全身起红疹，难以
消掉。

医生建议，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躲
避毒虫，少在树下或者草坪上活动，
最好将身体暴露的部分遮挡好，并涂
抹驱蚊花露水等。对家中的沙发、床
垫、靠垫做好清洁，这些地方最易滋
生螨虫。此外，蜈蚣、隐翅虫等喜欢
昼伏夜出，夜间最好少去郊外玩耍。

简单妙招驱虫除虫

避蚊：若一次口服两片维生素 B1

可有效避蚊2天，B1代谢后从汗腺排出
蚊虫害怕这种气味；在脚旁放置两三
盒打开的清凉油也会令蚊子闻而生畏。

防蝇：在厨房、餐厅或其他苍蝇
多的地方放些切碎的葱、大蒜或洋葱
头，这些东西具有一股强烈的辛辣或
刺激气味，是苍蝇的克星。

驱蚁：在蚂蚁经常出入的地方放
一些香菜、芹菜叶，或者放些花椒、
八角，还有香烟里的烟丝，都能达到
驱逐蚂蚁的作用。

灭小黑飞虫：夏季厨房、卫生间
地漏周围会见到一些小黑虫乱飞，把
高锰酸钾水溶液倒在地漏上，每隔一
星期左右倒一次，一般四五次后小虫
就绝迹了。 据《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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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一群蜜蜂造访小院 房主受惊报警
提醒：蜜蜂来访别轻举妄动，交给专业人员处理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今天黄河水
温20℃左右，比赛起点在我省三门峡市天
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终点在山西省运
城市平陆县太阳渡码头，横渡泳道长约
1300 米，我用了近半个小时就到终点
了！”5月28日12时许，我市68岁游泳爱
好者刘丙申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他和我市
游泳爱好者已连续六年参加该项活动。

5月 28日上午，“2018中国·三门峡
横渡母亲河”活动在三门峡市天鹅湖国家
城市湿地公园黄河水域举行。历经八年的
培育和打造，该项活动已成为国家级公开
水域群众性游泳横渡活动。据悉，今年共
有来自全国 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香港、澳门的 172 支代表队报名参加，
4000 余人取得参赛资格，共聚三门峡，
畅游母亲河。

市冬泳协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
年，我市代表队派出 56人组团参赛。因
为黄河横渡很有挑战性，挑选的都是泳龄
较长的选手。其中泳龄最长的有 30 多
年，最少的也近 10年。我市代表队分别
参加了畅游和竞赛两个组别的比赛，选手
相互鼓励和照应，全部顺利完成比赛。

市体育局群体科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我市有沙澧河这一得天独厚的条
件，登记在册的游泳爱好者达到 1000人
以上。现在国内每年各项游泳赛事，都有
我市代表队参赛的身影，游泳已经成为我
市全民健身运动的一张名片。”

我市游泳爱好者
连续六年横渡黄河

消防队员身穿防护服，手拿杀虫剂驱赶蜂团。 本报记者 王 辉 摄

荆女士家葡萄架上已形成一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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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游泳爱好者横渡黄河后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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