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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网购
注意防骗“避坑”

本报讯（文/通讯员 周慧诗）又
到一年一度“双十一”，沙田公安分
局反诈中心民警提醒广大市民要理
性、安全消费，提高防骗意识，切莫
掉入骗子的“圈套”。

今年“双十一”不少电商平台提
前“开战”，各大电商平台销售火热，
不法分子也会借此机会诱骗广大消
费者。其中，“假红包”“假客服”“中
奖免单”“刷单返利”“预售商品”“虚
假电商物流客服”等电信诈骗手段
层出不穷。另外，短信发送打折优
惠信息、点击红包链接输入个人信
息，这些都有可能是钓鱼网站植入
了木马病毒，也是常见套路。

民警提醒消费者“双十一”理性
消费的同时，一定要提高警惕，捂紧
钱袋子，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

沙田警方提醒广大消费者，付
款码、验证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
息至关重要，切勿在网络上随意填
写。在接到自称是客服的电话时，
应保持警惕，务必前往官方平台查
询或联系卖家核实。不要轻易点击
不明链接或二维码。网购时请选择
正规交易平台，避免私下交易。刷
单行为是违法的，切勿因小利益而
损失大钱。对于异常低价的商品，
请提高警惕。您可以在手机上安装
金钟罩小程序，以保护您的财产安
全。如遇诈骗，请及时报警并保留
聊天和交易记录。

甘蔗清甜上市
价格与往年持平

本报讯（文/通讯员 周慧诗）目
前，沙田“四宝”之一的本地甘蔗已
开始上市，由于其具有甜美多汁、价
格亲民的特点，成为了人们喜爱的
秋冬季节水果之一。今年甘蔗的收
成和价格与往年基本持平，但甘蔗
的品质明显提升。

在西太隆村的一片甘蔗地里，
种植户吴师傅正在收割甘蔗。他家
种了2亩多的甘蔗，主要以冰糖蔗、
青皮蔗、黑蔗、糖蔗等为主，今年甘
蔗的长度为3米到4米，由于气候适
宜、管理到位，甘蔗总体质量较好。

为了卖个好价格，从重阳节开
始，吴师傅自家种的甘蔗已开始上
市。而据吴师傅介绍，他种的甘蔗
都是以零售为主，价格按照甘蔗质
量、大小为15元每条上下浮动，基
本与往年持平，秋冬季节吹的北风，
有利于甘蔗甜度的增加，口感会更
加清甜。

种植户吴师傅表示，今年收成相
当理想，得益于有效控制各类病虫
害，以及合理使用农家肥料。年底
前，他们将再次重新种植一批甘蔗。

据了解，甘蔗具有清热解毒、生
津止渴、和胃止呕、滋阴润燥等功
效，是冬令水果之一，也是水果中唯
一的茎用水果。因其甘甜多汁、浆
汁甜美、含糖量高，被称为“糖水仓
库”。此外，甘蔗是粗纤维含量较多
的水果，多嚼甘蔗，相当于清洁口
腔，从而起到保健牙齿的作用，因此
称之为“口腔清洁工”，有这样一句
谚语：“立冬食蔗不会齿痛”。

沙田镇舒心驿站
外展宣传活动走
进百宏实业

本报讯（文/通讯员 沙田妇联
宣）为进一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
升企业员工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
和自我心理调适能力，缓解工作和
生活压力，11月9日，沙田镇舒心驿
站走进沙田镇百宏实业开展心理健
康外展宣传活动，共吸引200多名
企业员工参加。

活动中，社工和巾帼志愿者通
过互动小游戏及派发宣传资料等形
式，让企业员工在轻松愉悦的活动
氛围中掌握心理健康知识，学会调
试情绪和压力的方法。通过“情绪
万花筒”游戏引导企业员工认识“哪
些是积极情绪、哪些是消极情绪”，
并关注自身情绪和心理状况，掌握
必要的情绪管理方法和技巧。同时
现场解答员工心理困惑，向他们宣
传舒心驿站的服务内容，预约心理
咨询服务的途径等，提高舒心驿站
的知名度。

活动现场还向参加者派发妇女
权益保障知识、反家庭暴力知识、沙
田舒心驿站宣传单等宣传资料，共
同营造依法维护妇女权益的良好社
会氛围。

本次心理健康外展宣传进企业
活动，共计派发400余份宣传资料，
现场咨询5人次，让更多群众意识
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并正确认识
心理咨询，营造了理解、接纳、共同
关爱心理健康的良好社会氛围。下
来，镇妇联将继续深入开展心理健
康宣传工作，为妇女儿童和家庭提
供多元化的心理健康服务，用心守
护群众心理健康。

沙田镇举办沙田镇举办20232023年度年度
消防业务技能消防业务技能““大比武大比武””

本报讯（文/通讯员 周慧诗）11月9日，为
期两天的2023年度消防业务技能“大比武”如
期举行，来自辖区60家重点单位、企业的应急
队员以及13个村（社区）、立沙花园微型消防
站的兼职消防队员参加了消防业务技能“比
武”。

消防业务技能“比武”项目设有手抬机动
消防泵出水操、初期火灾扑救技术操、灭火器
灭火操。与往年相比，本次比武竞赛难度更
大，更能反映兼职消防员的业务能力和水平，
实用性更强。

沙田消防救援大队指出，今年村（社区）的
业务水平较往年有所提高，消防业务技能“大
比武”旨在通过比拼方式来检验村（社区）的战
斗力，有针对性地对相关业务进行培训，以确
保其达到消防安全的基本要求。

据了解，消防业务技能“大比武”是沙田镇
2023 年“119”消防安全宣传月活动之一。

“119”消防安全宣传月期间，还将深入开展行
业系统消防宣传专项活动、学习交流活动等，
向全社会大力普及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
知识，进一步提高全民消防安全素质和社会抵
御灾害能力。

开展消防员业务技能训
练，强化灭火救援本领

本报讯（文/通讯员 周慧诗）为进一步增强
消防员体能和业务技能，连日来，沙田消防救
援大队组织开展消防员业务技能训练。

在消防训练场，消防员们正在进行攀登挂
钩梯上4楼训练，此项训练对消防员体能、心
理、身体协调性等综合素质要求极高。据了
解，沙田消防救援大队此次消防业务技能训练
设有体能项目、技能项目、团队项目。其中，体
能项目包括5000米跑、60米肩梯登楼、负重上
10楼，技能项目包括攀登挂钩梯上4楼、水域
救援、100米消防障碍，团队项目包括百米障碍

救助、紧急救援技术等多项内容。
消防业务技能训练旨在进一步强化消防

队员的体能素质，业务技能，提高队伍战斗力，
确保随时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沙田消防
救援大队将持续开展消防业务技能训练，实现
训练全覆盖，不漏一人，对训练中发现薄弱环
节进行重点巩固加强，不断提高队员的身体素
质和专业技能，为更好地执行灭火救援任务打
下基础。

沙田镇组织燃气经营充装
企业、餐饮企业开展消防
安全培训会

本报讯（文/郭子君）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进一步加强燃气使用安全管理，提高燃
气经营充装企业、餐饮企业安全意识、自救互
救和应急避险能力，11月10日，沙田镇举行燃
气行业、餐饮行业场所消防安全培训会，对燃
气经营充装企业、餐饮企业的从业人员进行消
防安全教育培训。

会上，参会人员首先集中观看燃气安全事
故警示教育片。随后，经发局、市场监督管理
局、城管、消防等部门围绕各自工作职责，细致
地讲解讲解了燃气安全注意事项、燃气器具使
用标准规范、燃气泄漏辨别方法、发生燃气泄
漏或火灾时的应急处置方法、灭火器的正确使
用方法等燃气安全知识，提醒告诫餐饮经营业
户要做到定期检查，查漏补缺，守住“安全底
线”。同时，工作人员向参会人员派发《燃气安
全管理制度》资料，要求场所负责人要落实安
全生产和消防工作主体责任、关键岗位安全责
任。

会后，参训人员现场学习观摩消防设备操
作运用，并在消防人员指导下，轮流操作使用
灭火器灭火，达到了预期演练效果。

接下来，沙田镇将持续加强各行各业消防
安全培训力度，强化各经营主体“要安全”、管

理人员“ 懂安全 ”、从业人员“ 会安全 ”的责任
意识，提升各场所负责人消防安全常识，提高
隐患识别、预防及处理安全突发事件能力，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城市运行安全。

消防安全无小事
网格员排查隐患不松懈

本报讯（文/张雪珠）在第32个全国消防日
到来之际，沙田镇开展出租屋、“三小”场所消
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高出租屋消防
安全管理水平，保障和维护出租屋消防安全环
境。

网格管理员联合消防、城管等部门相关负

责人深入辖区内的出租屋、“三小”场所进行检
查，重点对出租屋、“三小”场所内是否存在违
规住人、电动车是否违规停放充电、用火用电
是否规范、消防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
通，以及消防设施器材是否配齐有效等情况进
行了检查，并对发现问题责令限期进行整改，
做到安全隐患早发现早排除，确保辖区安全稳
定。

检查中，网格管理员还提醒市民，要注意
日常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排查、及时消除家
中火灾隐患，严防火灾事故的发生。

沙田镇将持续开展出租屋、“三小”场所消
防安全检查工作，切实提高租住人员消防安全
意识，全力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本报讯（文/图 黄安乔 何子扬）秋冬水乡，
古韵悠悠。一年一度的“沙田印象·莞脉传
承”，沙田疍民文化季系列活动到来，通过活
动，市民探寻沙田别具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
促进沙田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感受咸水歌魅力焕发文化新光彩
为给热爱咸水歌的人群搭建一个展示自

我的平台，学习和交流关于咸水歌方面的知
识，沙田镇以“咸水歌文化+分享交流”的形式，
推出咸水歌体验活动，拓展更多具有趣味性、
沉浸式的体验和活动，让市民感受到本土文化
的深厚底蕴。

在西大坦村，咸水歌爱好者早早聚在一起
等待咸水歌体验活动开始。活动邀请了咸水

歌镇级传承人陈美娥为咸水歌爱好者讲述了
关于咸水歌的来源，还有分享在学校教新编咸
水歌的教学经验。上课的过程中，陈美娥一起
教大家唱新编咸水歌四朵花，悠扬动听的歌声
让场下的咸水歌爱好者纷纷跟着哼唱，咸水歌
的魅力再次焕发新光彩。

在沙田镇立沙花园村史馆，咸水歌非遗传
承人黄锦玉、叶敬银与众多咸水歌爱好者们齐
聚一堂，分享原生态咸水歌以及教学咸水歌演
出技巧和表演方式，并教学新编曲目，分享传
教新编咸水歌的经验，分享交流咸水歌故事，
一起学习原生态咸水歌的经验，感受咸水歌的
魅力，一饱耳福。

咸水歌爱好者们纷纷演唱歌曲，用曲调悠
扬的歌声给大家带来原汁原味的传统咸水歌
节目，表达疍民日常劳作、水上人家情怀、经济
社会变化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咸水歌源自
生活、贴近生活，疍民即兴创作，曲调婉转、通
俗易懂，每句的末尾常加入“姑呀妹”等点缀，
反映了疍家人的劳动生活、思想感情。

据了解，本次咸水歌分享会活动将在沙田
辖区内举办4次活动，活动围绕沙田咸水歌文
化的主题，拓展更多具有趣味性、沉浸式的体
验和活动，将以“咸水歌原生态音乐艺术分享
会”以及“新编咸水歌艺术赏析”的形式把咸水
歌唱出去，共同体验疍家文化的魅力。

接下来，沙田镇将继续推进基层群众咸水
歌传唱活动，结合咸水歌文化底蕴及演唱特
点，融合现代文化元素，焕发沙田本土文化活
力，打响文化品牌。

制作传统首饰汲取文化养分
11月11日，“沙田印象·莞脉传承”疍民文

化季系列活动之非遗传承·古风首饰制作课堂
在沙田文化艺术中心成功举办，吸引了不少沙
田市民积极参与。通过活动，市民切身体会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感受沙田疍民文化，在
文化传承中汲取精神和力量。

活动邀请东莞青年艺术家、东莞莞邑木子
美学创始人黄小东现场教学。簪是由“笄”发
展而来的女性首饰，是古代人用来绾定自己的
发髻的发饰，也称“发簪”、“冠簪”。活动中，黄
小东向现场嘉宾介绍发簪在中国源远流长的
文化历史，详细介绍古风发簪的制作过程及技
巧。

铁丝缠绕、玉珠串联、发簪固定，现场参与
嘉宾挑选了自己喜欢的款式，在老师的指导
下，一步一步制作古风发簪，将各种各样的配
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发挥想象力，制作具有
特色的发簪。

课堂展现沙田疍民文化的古风，在古风木
簪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时尚元素。不少亲子
家庭表示，通过古风发簪制作，孩子们能够认
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体验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魅力。

据了解，本次“沙田印象·莞脉传承”疍民
文化季开展时间为11月4日-12月31日，活
动将结合沙田文化艺术中心开馆3周年活动通
过沉浸式互动体验，以游（展）览、观演、讲书诵
读分享等方式展示沙田疍民历史文化，增强沙
田人民家国情怀，打造沙田别具地域特色的疍
民文化品牌。

本报讯（文/图 黄安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重要论述精
神，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进一步提高
沙田镇水上防洪救援队伍专业性以及水上搜救应
急能力建设，提高救援队伍应急实战能力。11月
6日至10日，沙田镇举行了为期5天的2023年水
上搜救技能集训和应急演练活动。沙田水务中
心、沙田应急分局、武装部、水上派出所、交通分局
和水上救援队等单位和队伍参加了集训和演练。

本次集训和演练不仅是对沙田镇水上搜救应
急预案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检验，也是对应急救
援队伍水上搜救组织、指挥、应急反应、协同配合
能力的综合检验。集训部分采取“理论授课+现
场训练+现场考核”方式，旨在有效提升各单位和
队伍的水上搜救技能，练就过硬本领，以铁军的要
求锻炼队伍，为沙田镇培养了一批懂理论、精技

能、会救援的“行家里手”，推动沙田镇水上搜救应
急能力建设。

演练部分由水上搜救技能演练、冲锋舟驾驶
队形变化演练、IRM冲锋舟搜救救护、IRM冲锋
舟翻艇自救、救援上岸心肺复苏、拆装IRM冲锋
舟等六个科目组成，依次开展。演练过程中各单
位响应迅速、处置得当、协同有力，队员们分工明
确、协同合作、配合密切，顺利完成各个科目的演
练，提升了队伍应急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积累了
实战经验，达到了演练的预期目的。

接下来，沙田镇将结合实际情况加强水上搜
救技能培训，不断提高队伍应急救援能力，同时
加强各单位和队伍的合练、合训，强化沟通协调，
增强协同作战能力，全力推进沙田镇水上搜救应
急能力建设，最大程度减少水上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

■市民通过制作簪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沙田印象沙田印象··莞脉传承莞脉传承””疍民文疍民文化季化季

从沙田本土文化中汲取滋养从沙田本土文化中汲取滋养

■参训人员轮流操作使用灭火器灭火

■冲锋舟驾驶队形变化演练现场

沙田镇开展水上救援队技能集训和应急演练沙田镇开展水上救援队技能集训和应急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