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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今年部分地区白蛾恐将成灾
烟台计划投放50亿头周氏啮小蜂对抗美国白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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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李园园
通讯员 司继跃 徐杰 李宁) 26

日，记者从林业局获悉，据测报点观

察预测，4月下旬烟台市美国白蛾将

自西向东陆续进入越冬代成虫羽化

期，预计全年美国白蛾发生危害面积

将达25万亩，部分地区、部分林片有

暴发成灾的可能。今年，烟台计划投

入50亿头周氏啮小蜂对抗美国白蛾。

据悉，年初，林业局组织各县市

区森保技术人员对全市主要林业有

害生物越冬后虫口基数进行了调

查，共设标准地276块，调查标准株

8296株，采集美国白蛾越冬蛹14541

头。调查结果显示越冬蛹平均死亡

率为39 . 8%，有虫株率为30 . 04%，最
高单株虫口76头，越冬蛹平均死亡

率较往年低，有虫株率有所上升。据

测报点观察预测，4月下旬烟台市美

国白蛾将自西向东陆续进入越冬代

成虫羽化期，预计全年美国白蛾发

生危害面积将达25万亩，根据相关

情况分析发生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危害程度稳中有升。林业局工作人

员称，部分地区、部分林片有暴发成

灾的可能。

针对去年美国白蛾发生面积较

大，危害程度较严重的情况，全市前
期累计投入资金66万元，储备无公

害药剂15 . 7吨，各类机械726台，高

枝剪1656把。此外，天敌繁育中心共

储备柞蚕蛹2万斤，繁育成功蜂种30

万头，计划繁蜂50亿头对抗美国白

蛾。据林业专家介绍，投放的50亿小

蜂为白蛾周氏啮小蜂，它是一种长

于美国白蛾蛹内的寄生蜂，是美国

白蛾的天敌，人工释放后可自主成

为美国白蛾等害虫的寄主，对美国

白蛾杀伤力很大。

此外，林业部门计划在牟平、

莱山区和龙口、莱州、招远市五个

市(区)进行飞机防治，计划防治作
业总面积52万亩次。全年计划完成

防治任务 25万亩，防治作业面积
120万亩次。

25日，在烟台市区南大街，路边十余株灿烂盛开的樱花树吸引了不少路过的市民驻足、拍照。眼下，樱花进

入盛花期，微风轻抚后，樱花落英缤纷的景色让路人不舍离去。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6月底前重点路段要建成护学岗
26日下午交警部门对

外发布，交警部门自即日

起至2011年底在全市范围
内深入开展保护中小学
生及幼儿园儿童交通安
全的“护卫天使行动”。

交警部门表示，通过
开展“护卫天使行动”，实
现校园周边道路交通标
志标线、信号灯等交通安

全设施进一步完善。6月
底前，市区(五区)、招远、

龙口等畅通工程二等管
理水平以上县市区以及
部级平安畅通县区(莱州
市)，要率先完成女子交警
队或警组的组建，并在本
地所有重点路段上的中
小学、幼儿园周边全部建
成护学岗。

汪凯昨日到鲁东大学参加报告会

给广秀捐骨髓的小伙很低调
记者 崔岩 见习记者 梁莹莹

26日，为大学生村官张广秀捐献

骨髓的志愿者汪凯，应广秀母校之

邀，从东营来到黄海之滨烟台，为鲁

东大学师生作报告。“为人低调”，是

汪凯给鲁大师生最大的感受。

“换了别人，

我一样会救”

26日，记者在报告会现场见到了

汪凯，一米72左右的个头，穿一身得

体的西装，看上去有些清瘦。整个报

告会上，除了发言时，汪凯都默默低

头坐着，很是安静。

2007年4月，汪凯还是东营公安

消防支队一中队的一名消防战士，和

消防支队其他60多个战友一起到东

营红十字会采集了血样，成了一名捐

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

汪凯说，接到东营红十字会电

话时，他并不知道自己是给村官张

广秀捐献骨髓，也从来没有见过张

广秀，“换了别人，我一样会救。”汪

凯告诉记者，他以前在消防队也经

常出去救人，和现在给张广秀捐献

骨髓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不管受

帮助的人是谁，对他而言，都是一

样的。

“配型成功，

我真的很幸运”

配型成功后，汪凯感到自己真的

很幸运。汪凯说，接到东营红十字会

的电话，告诉他有一位白血病患者的

血样与他相合时，“这么好的事情怎

么发生在我身上。”汪凯挠挠头，有些

不好意思地说。

谈起采集造血干细胞时的感受，

汪凯偷偷地告诉记者，抽取骨髓的针

头很粗，刚开始看到针头，确实有点

紧张。

“我是独生子，一直没有和父

母说这个事情，直到媒体去了家
里，父亲才知道。”汪凯说，父母知

道他要去捐献骨髓时，都很担心，

包括女朋友在内，都觉得抽取骨髓

会伤害他的身体。

后来，经过医生解释和上网查资
料得知，捐献骨髓对捐献者身体并没

有损害，家人朋友都支持他去捐献骨

髓救人。

汪凯表示，五年的消防员经
历，带给他最大的收获是“留了一
个好身体，让我的身心更成熟。”3

月 9日，他从北京回到东营，休息

了一周就上班了，目前身体还是

很棒。

“至今没见过张广秀。”汪凯说，

自己也想见广秀，也不想见她。“想，

是因为想看看她的恢复情况。不想，

是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他也希望张

广秀坚强一点，早日康复，回到自己
热爱的村官岗位。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崔岩)26日下午，胶东在线网

站“网上问诊”栏目正式开
通，今后，市民坐在家中，只

要通过互联网轻点鼠标，就
能与医生对话了。

26日，记者点击胶东在

线“网上门诊”网页，网上坐
诊、医院动态、科室介绍、专
家推荐、问题咨询……各个

子栏目一目了然。据介绍，

“网上问诊”栏目共设立14个

子栏目和搜索、互动、信息三

大板块。

“市民坐在家中，通过互

联网轻点鼠标就能与医生

对话，不仅省去了到医院排

队、挂号的复杂程序，而且无
须支付诊金。”胶东在线健康
频道副总监杨文超告诉记
者，对于有些患者难以启齿

的病情，也可以通过网络毫

无顾忌地向医生如实相告。

据胶东在线总编辑邓

兆安介绍，胶东在线网站“网

上问诊”栏目是国内首个由

地方新闻网站与大型公立

医院联手打造的普及健康
知识、提供医疗咨询的服务
平台。

“自今年3月1日试运行

以来，已有300余名专家加
入，栏目的日访问量达4600

人次，网民提出问题611个，

问题主要集中在心脑血管、

骨科、耳鼻喉科等，回复率

达92%。”邓兆安说，专家可
以通过方便、快捷的网络平
台，解除网友的疑问和困

惑，对网民来说，也可以足
不出户就得到知名医院权

威专家提供的最佳就医建
议，因此，栏目开通后受到

了各界的好评。

胶东在线“网上问诊”栏目开通

市民足不出户可“就医”

樱花烂漫南大街

师生感悟：

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吕玉环：

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当所有的

人行动起来的时候，爱心汇成的力量会

帮助我们度过难关。以前遇到需要帮助

的人，我会同情，但不会爱心泛滥。听了

这场报告，我深深地感到，每个人都应该

奉献一些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或许

自己一个不经意的行为就可以挽救别人

的生命。

鲁大外国语学院学生会纪检部部长张
仲骁：

从汪凯身上我感到，人生最大的幸

福是奉献，汪凯给张广秀师姐捐赠骨髓

的事情体现了一个80后的幸福和担当，

也反映了一个人的责任心。

鲁大外国语学院大一学生刘蕾：

作为一个90后大学生，我们要学

习汪凯的奉献精神，尽可能帮助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冷眼旁观，去

看别人的热闹。

哪些交通问题困扰孩子上下学？

20余学校代表交警面前摆难题
本报记者 张琪 通讯员 袁圣凯 赵亚林 温全福

26日下午，在交警部门和
教育部门共同举行的座谈会

上，芝罘区20余所学校的负责

人就困扰学校交通的问题与

交警部门进行了沟通。

多所学校希望门前设监控

26日下午的座谈会上，烟
台十二中的邹姓负责人是第

一个发言的。这位负责人说，

十二中位于西南河路附近，

学校周边的多条道路都是单

行线，但惟独校门前不是，部
分车辆在校门口乱停乱放也

存在隐患，希望交警部门能

在此处设立电子眼。

在座谈会上，烟台三中

分校、奇山小学、养正小学等

多所学校负责人都提出了类

似的问题，有的希望在校门

口安装红绿灯，有的希望安

装监控遏制闯红灯现象。

烟台交警支队的一位
代表称，校门前红绿灯的问
题需要研究，交警部门会在

校门前加强交通疏导。

芝罘区无一辆真正校车

在座谈会现场，烟台五
中的一位汤姓负责人提出的

校车话题引起了众人的讨

论。他说，烟台五中是一所寄
宿制学校，每到周五下午学

校门口就会出现一些车况较

差的面包车，车里往往塞满

了学生，可能存在较大的安

全隐患。学校建议交警部门

采取一次突击检查，取缔这

些黑车的经营。

烟台市交警支队宣传科

的负责人接过话茬说道，“由

于各方面的原因，芝罘区范

围内还没有一家学校配备真

正的校车，这需要学校社会

等进行多方面沟通。”

放学难走因车辆随意调头

烟台一中南校代表侯成

伟在会上说，自从校门前的

地下过街通道启用后，学生

上下学安全多了，但很多车

辆在原地调头影响了通行效

率。烟台五中的代表甚至说，

原地调头的车辆太多是放学

后交通阻塞的最大问题。

交警一大队的副大队长

赵明海说，交警部门今后将

会采取一次集中行动，也有

可能会对车辆绕远调头的距

离做出明确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