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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及家长

请收下这份寒假安全提示

　　寒假即将到来，孩子好奇心重、缺乏安全意
识，每年的寒假都是安全事故的高发期，稍有不
慎，就可能危害孩子生命安全。居家时要防范哪些
意外伤害？在公共场所要注意哪些安全问题？如何
安全燃放烟花爆竹……为了让孩子快乐平安地度过
寒假，潍坊市应急管理局作出寒假安全提示。
　　谨慎用火用电。不玩火，不携带火种；发现火
灾及时求助，或拨打119报警，不逞能灭火；如果身
处火场，弯腰捂口鼻逃离，不能跳楼或乘坐电梯逃
生；不擅动煤气、液化气灶具等；在专业人士或家
长的指导下，学习使用各类消防器材；不在同一插
线板上使用多种大功率电器，不用湿手或湿布触摸
电源插头、插座。
　　注意居家安全。不要攀爬阳台，不倚靠外露的
阳台、栏杆，不模仿影视剧中“飞天”动作，不向
楼下扔东西；椅子扶手、沙发缝隙、阳台防盗窗、
围墙缝等地方容易卡头，一旦卡住不要惊慌挣扎，
应采取办法保证身体不悬空并及时求助；家长应及
时排查家中电线、燃气管道、电器、刀具及其他器
械安全，防止触电、烫伤、煤气中毒、器械伤害等
事故。
　　安全燃放烟花。应在大人的看护下燃放，不燃
放危险性高的品种；摆放的烟花爆竹要平稳牢固，
不要手持燃放；燃放过程中若出现熄火等异常情
况，不要马上靠近；不对未点燃的烟花爆竹进行二
次点燃，不要用已点燃的烟花爆竹点燃其他烟花爆
竹；燃放烟花爆竹不要靠近柴草垛，不要向人群、
输油管、下水道等抛掷点燃的烟花爆竹。
　　注意冰上安全。滑冰玩雪应有大人陪同，须到
正规冰场，切勿滑野冰；一定要谨遵警示牌的提
示，如水深危险、严禁捕鱼、严禁冰上行走等；不
在江河湖塘等水边、亲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
耍，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发现同伴溺

水，立即寻求成人帮助或打110、120电话求助，不
盲目下水施救。
　　留意公共场所安全。进入商场、超市、电影院
等场所，要注意跟紧家长，避免走散，如果走散，
应原地等待，可以寻求工作人员帮助或报警求助；
乘自动扶梯抓好扶手，留意前方，注意脚下，不要
攀爬扶梯，不在电梯内打闹蹦跳，不在护栏周围玩
耍；进入人员密集场所后，注意观察安全出口位置
和疏散通道，牢记箭头所指的疏散方向；遇到突发
事件不慌张，听从工作人员指挥或沿安全通道有序
撤离；遇到人流拥挤要镇定，注意躲避，不要在人
流中逆行或弯腰系鞋带。
　　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翻越交通隔离
栏；不在马路上嬉戏打闹，不在行走和骑车时看手
机、听音乐；不在车辆盲区、车库出入口、铁路道
口等危险区域内玩耍；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及共
享单车，未满16周岁不骑电动自行车；不坐超速、
超载、酒驾、毒驾、疲劳驾的车辆，不坐三轮车、
农用车等无客运资质的车辆，不顺搭陌生人的
车辆。
　　确保游玩安全。参加冬令营、研学旅行等社会
实践活动，事先知悉组织者、内容、线路、安全保
障措施，不参加不合法、不安全的活动；不让孩子
独自或结伴到马路边、水边、建筑工地等危险区域
玩耍，孩子外出时，家长要知晓去向、内容、同伴
和返回时间，加强安全提醒；参与登山、攀岩、冲
浪、滑雪等危险活动应选择正规场地，并做好防护
措施，谨慎选择网红游乐项目。
　　做好健康防护。注意营养均衡，不吃“三无”
食品和未清洗干净的食物，不喝生水；注意个人卫
生，勤洗手勤换衣，居家时经常开窗通风；作息规
律，睡眠充足，养成运动习惯；不去或少去人多拥
挤的公共场所。

□本报记者 张益阁

　　近日，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地震信息进行
电信网络诈骗。1月14日，潍坊市公安局梳理
发布几种常见的诈骗手段，请广大市民擦亮双
眼，辨别陷阱。
　　骗局一：捐款短信诈骗。主要内容为“众
志成城、抗震救灾，某某红十字会号召广大人
民伸出援助之手，为受灾群众重建家园。基金
募捐账户为***”。此类信息看似充满爱心，
实则是诈骗分子的圈套。
　　骗局二：求援短信诈骗。主要内容为“爸
妈，我正在被调往抗震救灾的前线，这是立功
提干的好机会，请速汇***元到我班长的银行
卡上，卡号是***”。诈骗分子利用家人对子
女安危的关心骗取钱财。
　　骗局三：假冒公益网站诈骗。不法分子假
冒某公益组织官方网站的名义，非法设立钓鱼
网站或制作假冒的门户捐款页面，利用网民的
爱心骗取捐款。为骗取网民信任，这些网站还
制作虚假的捐款人数、捐款数额进行公布。
　　骗局四：虚假电话诈骗。电话谎称是政府
部门或者红十字会等相关公益部门的工作人
员，以灾区募捐献爱心的名义让大家向指定账
号捐款。
　　骗局五：网络回复诈骗。一些不法分子选
择点击量大、影响力大的博客文章、论坛帖
子、微博话题或用户留言、私信，尤其是被网
站作为经典推荐的内容，通过回复灾区信息，
骗取资金或物资帮助，或将网民引入钓鱼网站
进行诈骗。
　　潍坊市公安局提醒，参与救灾时，应通过
官方公布的正规途径捐款捐物，不要轻信通过
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工具接收到的
募捐汇款账号或者捐款途径，谨防遭遇骗局。
对灾情信息以官方播报为主，对网络上扩散的
捐款类信息做到有效甄别，不主动扩散此类信
息。若发现相关电信网络诈骗，应积极向公安
机关举报。

　　2025年春运已正式启动，抢到一张回家团圆的
车票固然重要，防范各种购票骗局也不能马虎。临
朐县公安局发布春运火车票防骗指南，提醒您守好
“钱袋子”。
　　仿冒12306官方网站骗局。诈骗分子会建立与官
方平台极为相似的网站或App，通过搜索引擎广告
或社交媒体进行推广。一旦消费者在这些假冒平台
上输入个人信息和支付信息，诈骗分子就能窃取这
些信息，进而盗取资金或进行其他犯罪行为。因
此，购买车票时请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订票，不要
轻信“低价票”“折扣票”等虚假信息，也不要将
个人身份证、银行卡号、密码等重要信息上传到非
正规应用商店下载的App中。
　　车票退改签骗局。有时，您可能会接到自称是
客服的电话，告知您需要退票或改签。此时，一定
要保持冷静，多方核实是关键。切勿轻易点击短信
中的链接，特别是那些来源不明的链接，很可能藏
有病毒或诈骗信息。如遇到客服人员主动联系，务
必核实其身份。可以挂断电话后，通过官方渠道查

询客服电话，再主动回拨进行确
认。切勿轻易透露个人信息和
银行卡信息。
　　“黄牛”倒卖车票骗局。
“黄牛”倒卖车票是常见的诈
骗手段。他们常常以高于原
价的价格出售车票，骗取乘
客的钱财。官方渠道购票是
最安全、最可靠的方式。切
勿因贪便宜而陷入骗局，
损失钱财。不要采取向陌
生人账户汇款的方式订票
或买票；不要委托陌生人
购 票 或 从 他 人 手 中 购
票；更不要购买“票贩
子”手中的车票。车票
均为实名制，盲目相信
“黄牛”代抢，不仅耽误
出行，还会泄露个人信息。

□本报记者 王晓萌

春运开启 防范购票骗局
□本报记者 张益阁

利用地震信息诈骗

广大市民请擦亮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