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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张阿春报道 到 2020 年，东北地
区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数量将从 57
个增加到73个；香蕉中含有钾放射性
同位素，但含量微乎其微，每天只吃
几根香蕉是安全的。这是记者昨日
上午从核与辐射安全科普宣传活动
中了解到的。

核与辐射安全科普宣传活动暨
70 年成果展由生态环境部东北核与
辐射安全监督站、生态环境部东北
督察局、辽宁省生态环境厅等单位

联合主办，由沈阳市生态环境局、辽
宁省环保集团承办。该活动也是

“2019 年六·五环境日宣传周”主题
系列活动之一，活动现场吸引了近
万人次参观。

辽 宁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相 关 负 责
人介绍，辽宁是核能发展和核技术
利 用 大 省 ，省 内 核 与 辐 射 安 全 受
控、监管业绩良好。通过核与辐射
安全科普宣传活动，有助于进一步
提升社会公众对核与辐射安全的
接受度和认知度，也有助于促进核

事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和绿色
发展。

目前，东北地区建有辐射环境自
动监测站 57 个，到 2020 年将增加至
73个，用于大气中伽马剂量率连续监
测，主要布设在国控辐射环境监测点
位和重要核设施周围。

根据活动现场的展板内容可以
了解到，核与辐射离百姓的生活并不
遥远，生活中所用到的电很大一部分
都来自于核电站，在医院做CT、乘坐
飞机、在装修中选用大理石等建材都

与核辐射相关。在一些辐照、探伤、
医院等核技术利用企业中也都配备
有便携式辐射监测仪，对辐射装置外
围环境定期进行监测。

核与辐射小常识

1.如何防护电离辐射？
当空气被放射性物质污染时，用

手帕、毛巾、布料等捂住口鼻可使吸
入放射性物质所致剂量减少约 90%，
帽子、头巾、雨衣、手套和靴子等日常

服装也可用于体表的防护。
2.香蕉也会产生辐射，是真的吗？
香蕉中富含钾，相应的也含有

一种钾的放射性同位素钾-40，吃
一根香蕉给人带来的额外电离辐
射 剂 量 大 约 为 0.1μSv。 一 年 平 均
每 天 吃 27.4 根 香 蕉 才 有 可 能 超 过
公众年有效剂量限值，所以，每天
吃几根香蕉是安全的。吸烟者每
天 抽 20 支 烟 ，每 年 的 辐 射 剂 量 为
0.5~ 1mSv，等 于 吃 5000~ 10000 根
香蕉的辐射剂量。

明年东北地区辐射环境监测站将达73个

链接

6月1日下午，位于沈阳市松山西
路附近的七彩阳光小区开始每年一
度的地上车位摇号，数百位业主在烈
日下等待摇号，一位年轻男性业主姗
姗来迟，错过了自己号码的摇号时
间。男子要求参加摇号，但物业没同
意，男子倒地不起，后被现场安保人
员带离现场。

小区物业称地上车位摇号已经
延续 10 年左右，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摇号的规则已经告知业主。

小区其他业主支持物业的做法，
认为过号是业主自己责任，不能再参
加摇号。

小区外有免费车位
居民图方便停在小区内

6 月 2 日中午，辽沈晚报、聊沈客
户端记者来到七彩阳光小区，记者在
小区内看到，通道一侧画着带有编号
的车位。

记 者 随 机 采 访 了 几 位 七 彩
阳 光 小 区 居 民 ，居 民 表 示 小 区 地
上 停 车 位 比 较 紧 张 ，小 区 分 为

东 、西 两 区 ，每 个 小 区 有 不 到 100
个车位。

“虽然小区外面有不少停车位，
可以免费停车，但是小区内停车比
较方便，离家近，不用每天找车位。”

“小区内的地上车位每个月 100 元，
一年 1200 元，虽然收费，但我们还
是愿意把车停在小区里”，几位居民
表示。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七彩阳光小区在 2006 年开始入住，
2014年接手管理小区，同时也延续了
此前物业对小区停车位进行摇号的
做法，这个做法已经有大概10年。

物业经理介绍，七彩阳光小区
东、西两区共划有160个地上车位，每
年通过摇号的方式供小区居民有偿
使用，摇号过程有社区工作人员和民
警在场，过程公正公平。

当日有多位业主因
过号没有参与到摇号

据该物业工作人员讲述，6月1日
13时开始进行该小区西区516人的车

位摇号，在此前这 516 人已经在物业
签订了相关协议，协议内明确标注了

规则：6月 1日进行摇号，每个号码叫
3次，过号即视为放弃。

“登记需要房主的身份证和房
证，这个业主手中有两套房，登记
号码是 54 号和 55 号，结果当天我
们喊到这两个号时没人应答，我们
按规则当场替业主抽取了车号，但
没有抽中，等叫到 68 号时，这个小
伙儿才到现场，要自己摇号，我们
按照规定没有允许，结果他扑向摇
号箱，我们及时制止了。”这名物业
工作人员讲。

随后这名男子坐在地上大哭，
周围的业主对此表达了不满，称既
然有规则就应当按照规则行事，不
赞成男子继续参加摇号，最终男子
被劝离。

该小区物业经理表示，当日有近
千名业主参与了摇号，共有24名业主
因过号没有参与到摇号，“但大家表
现得非常理性，没有多说什么，只有
这名业主有些激动。”

记者在物业采访时，一名女业主
来办理车位缴费，这名业主称当日并
未抽到车位，但是通过其他人加价购
买了车位一年的使用权。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崔晋涛

小区车位摇号 男业主错过叫号倒地不起

男子摇车位号过号，要求重新摇
号，遭到拒绝后倒地不起。

网络截图

6月1日，七彩阳光小区对小区内
地上车位进行摇号。 辽沈晚报、聊沈
客户端记者 崔晋涛 摄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
户端记者王鹏报道 5月30日，沈
阳警备区和皇姑区人武部在辽宁
大学联合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
动。通过征兵政策宣讲，大学生
优秀退伍兵典型现身说法，巡回
播放“天下沈阳兵”先进事迹录像
片，发放宣传资料，“爱我国防万
人签名”等方式，立体覆盖宣传，
最大限度发挥热效应，争分夺秒
为军营抢高学历优质人才。

在辽宁大学征兵宣传活动
现场，沈阳警备区和皇姑区人武
部工作人员、高校征兵宣传员忙

得不亦乐乎，他们边为大家讲解
征兵宣传政策、入伍流程等，边
通过现身说法，讲述丰富多彩的
军旅生活、花样繁多的训练科目
以及终身难忘的战友情怀，鼓励
同学们敢于追梦、敢于圆梦，让
青春在军营的历练中、在为祖国
做贡献中闪光。在爱我国防签
名展板前，莘莘学子们在签名墙
上留下了珍贵的一笔，满怀豪情
表达着参军入伍的坚定志向。
现场氛围火爆，报名踊跃，仅午
休间隙就先后有千余人接受咨
询，上百人签定入伍意向书。

征兵宣传进高校
深入高校抢人才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
客户端记者朱柏玲报道 日
前，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公益
服务热线正式开通，政府、企
业及个人通过拨打 96001 公益
服 务 热 线 ，就 可 以 对 检 验 检
测、计量检定校准、评审评价、
认证服务、培训咨询、标准化
服 务 等 相 关 业 务 的 咨 询 与 办
理，只需记住一个号码，无需
出门，就能轻松找到答案，一

号受理，一办到底。
96001公益服务热线由辽宁

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承办，实现
了专门渠道、专门座席、专门人
员受理，整合资源打造一个平
台，更加方便快捷地为政府、企
业及个人提供电话“一站式”服
务，其目的就是要为客户及广大
群众解决问题、难题，确保客户
及群众反映的问题“事事有落
实，件件有回音”。

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
公益服务热线开通

专门给高铁供电的电缆是什么样
的？电缆为什么放在隧道里还有机器人
巡逻看护？“六一”儿童节当天，本报小记
者来到国网沈阳供电公司探秘东北地区
首条高压电缆智慧化隧道，了解了高压
电缆运行常识、电缆智能监测设备，观看
了智能巡检机器人运行演示，增强了对
电网特殊输电设备的感官认知。

“六一”儿童节怎么过？去公园去
游乐场就是太普通的安排了。为了让
小记者们过一个特别的儿童节，本报联
合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安排了儿童节特
别活动——参观东北首条高压电缆智
慧化隧道，考虑到安全等因素，本次活
动仅限7名小记者参加。

6 月 1 日 10 时许，小记者来到位于
沈阳西北部的国网沈阳供电公司某
220KV 变电站，这里建有东北地区首条
高压电缆智慧化隧道。

因为电缆位于隧道内，里面温度较
低，小记者们提前准备了厚衣物，沈阳供
电公司的叔叔阿姨们为孩子们准备了安
全帽和白手套。下到隧道的通道是一个
管道井，需要临时架设梯子，顺着梯子下
到隧道里，“工人叔叔工作真辛苦，为了
节省空间，并没有专门修建进入隧道的
大门，而是通过管理井进出。”小记者在
感慨中体会到了电力工人的日常辛劳，
对于劳动有了一份更深的理解。

在工人叔叔的保护下，小记者下到
了隧道里，“小朋友，在你们左右两侧黑
黑的、粗粗的就是电力电缆，别看它外表
不显眼，功能却是非常强大，能够传输电
能，电压可以达到220千伏，这可比我们
普通使用的220伏电源高了1000倍哦。”

国网沈阳供电公司专门安排了主持人为
小记者们讲解，“现在看见的这四条线路
是专门为高铁牵引站提供电源的，有了
电力，高铁列车才能高速行驶。”

机器人在哪里？小记者们很关注
这个问题。原来机器人并不是和玩具
机器人一样，头顶上方的轨道是智能巡
检机器人使用的轨道，所说的智能巡检
机器人是一个带着摄像头的机器，相当
于人的眼睛，把隧道里的情况时实传输
到监控室里，还有红外测温功能，能够
发现隧道温度的变化，提示那里有异常
情况需要处理，有了机器人的帮助，工
人们不用每天都下到隧道里检查设备，
机器人还可以根据设定的程序，沿着轨

道查看隧道各处的情况。
小记者们似乎对只有在轨道上运

行的机器人感到有点失望，主持人拿过
一个球形的设备，“看我手里拿的是什
么？这是一个球，但是它也是一个机器
人，就像变形金刚一样，球形巡检机器
人能展开变大，接受指令随处跑，能够
进入工作人员进不去的地方去查看环
境和设备的情况，和顺着轨道跑的机器
人互相配合，工作人员就能全面掌握隧
道里的情况了。”

参观结束上到地面后，小记者高鹏宇
表示，现在的科技太发达了、太智能了，希
望以后有机会从事电力行业的工作。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吉向前

本报小记者探秘东北首条机器人巡检电缆隧道

辽沈晚报小记者了解高压电缆运行常识、电缆智能监测设备，观看智能巡检机
器人运行演。 白跃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