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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点多，骄阳似火。几位疾
控工作人员全副武装，举着几个醒目
的白色网兜，往城北的一个农贸批发
市场深处走去。此时，偌大的农贸市
场犹如“蒸笼”，掺杂着各种异味。

“啪……”经营批发部的刘大姐手
起拍落，一只振翅飞舞的苍蝇被拍成
了“肉饼”，正当她准备用苍蝇拍对准
下一个“目标”时，一个“神秘人”阻止
了她：“别打，留着它，我们有用。”“我
们都是直接把苍蝇打死，还没见过有
人活捉苍蝇的。”刘大姐很是纳闷。

这几个“神秘人”就是采集苍蝇的
宁波市疾控中心消毒与媒介防制所的
工作人员。站在队伍最前面的是马
敏，她是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专业博
士。这是她在疾控中心工作的第7个
年头，也是她与苍蝇“死磕”的第6个
夏天。她的工作，就是和病媒生物打
交道。

观察了地形和蝇种后，马敏博士
在一筐粉丝前停了下来，随后稍稍往
后挺直身体，果断瞄准目标，挥起网

兜，将长长的网兜往后一甩，再一扣一
盖，2只苍蝇就这样被收入囊中，一系
列动作如行云流水。马博士不断切换
在驻足徘徊辨认和挥拍捕捉两个模式
之中，没过多久，豆大的汗珠就从她的
脸颊流了下来。

“苍蝇感应系统灵敏，非常难抓。
刚开始抓苍蝇的时候，我一个上午只
能抓到五六只，几年积累下来，就有了
实战经验。”在寻找家蝇的间隙，她笑
着讲起自己的“菜鸟”经历。

马敏博士告诉记者，为保证实验
的严谨性，疾控工作人员并不是见着
苍蝇就抓，而是专挑一种个头不大、灰
黑色的“家蝇”。“家蝇在全国分布广
泛，而且是与人类关系最大的蝇类，所
以才被我们‘请’进实验室。”和市蝇、
果蝇、麻蝇、金蝇等蝇类相比，家蝇有
自己独特的辨识度，“家蝇密生短毛，
颜色暗沉，无金属光泽，最显著的特征
是胸背有4条黑色纵向条纹、腹部色
彩明显，呈亮黄色。它是进入室内的
最主要的蝇种。”

盛夏
“捕蝇人”
守护城市健康的
幕后人物

烈日下每天步行20公里

他们是专门“挑刺”的“啄木鸟”

连日来，宁波持续发布高温橙色预
警，烈日如火，但在甬城的大街小巷，有
一群“黄马夹”无惧酷暑，奔波在城市的
大街小巷，采集上报城市管理问题，用
汗水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

7月13日14时30分，路面气温已
接近50℃，信息采集员李平开始了网格
巡查。头顶烈日，身披暑气，没过多久，
便已大汗淋漓，李平笑着表示并不在
意：“树下虽然阴凉，但我们要走在阳光

里，这样才能发现路上所有问题，确保
问题不漏报。”

每天巡查下来，至少要走20公里的
路，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虽然巡查很
辛苦，可包括李平在内的考评员对于巡
查工作都必须做到范围不减、标准不降。

李平告诉记者：“阳光照在水泥路
上，明晃晃的让人睁不开眼睛，越是这
样，我们越要认真仔细，不能因为我们
的疏漏，让路面坑洞给市民带来安全隐
患。”

市智慧城管中心依据案件分析、群
众举报，动态调整巡查力量布控，采取

专人盯守与延时管理相结合方式，增加
夜间巡查备勤力量，重点加大对店外经
营、摆摊设点、露天烧烤等夏季易发的
违法违规行为的采集，截至7月12日，
共采集相关问题379件，均第一时间通
过市智慧城管平台流转处置完成。

在做好巡查同时，考评员也积极主
动向市民、施工单位宣传安全生产注意
事项，重点对电焊切割、吸烟区等隐患
点位进行排查，督促个人、单位自查自
纠，及时发现未熄灭烟头、火灾隐患点，
提升高温下安全防范意识和安全生产
经营的应对能力。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葛逸泽 文/摄

马敏博士和她的同事们常“埋伏”
的地点是垃圾中转站和农贸市场，因为
那里的苍蝇密度相对较高。“苍蝇有‘闻
香逐臭’的特点，我们就得跟着它们的
行踪走。”

相比往常，这次的“战利品”不算丰
富，他们在一个多小时内抓到了20多
只家蝇。距离实验室的目标蝇数200
只还差一大截，但同行的几个疾控人员
却很欣慰，“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在农
贸市场对面的垃圾中转站捕蝇时收获
颇丰，现在这里经过环境整治，苍蝇越
来越少。苍蝇少了是好事，说明环境卫
生越来越好了。”为了补上差额，接下来
的几天，他们还将深入各区（县、市）捕
蝇。

当天，马敏博士和同事们将采集到
的第一批家蝇带回市疾控中心病媒生
物实验室，在26℃左右的空调房里，用
麸皮、奶粉和葡萄糖将它们饲养起来。
等待8月份家蝇繁殖满足条件后，再开
展抗药性监测工作。

看到这里，很多读者可能会有疑
问：疾控人员为什么要在大热天抓苍蝇
做实验？

马敏博士介绍，杀虫剂的长期使用
会使苍蝇产生抗药性，为了保证杀灭的

效果，疾控中心每年都会开展苍蝇抗药
性实验，将在自然环境中捕捉到的家蝇
经过人工养殖后，利用它们的子代进行
实验。实验每一个剂量组都会有大量
的家蝇参加，以减少个体差异导致的结
果偏差，最后筛选出对消灭家蝇有效的
药物，并且确定实际工作中的药物喷洒
浓度，指导科学用药。

事实上，消媒所除了抓苍蝇，还开
展着老鼠、蚊子、蟑螂的监测。其中，
蚊媒监测工作占了大头。蚊媒监测
是评估城乡蚊子侵扰情况，指导科学
防治，预防控制登革热等蚊媒介传染
病的重要决策依据。马敏博士有大
半年的时间在捕捉并研究蚊子，“抓
捕蚊子不仅得抓活的，还得分公母，
因为只有母蚊子才会吸血，通过检测
其体内是否带有登革热等病毒，掌握
相关病媒生物携带病原微生物的基
本流行规律。”

记者 庞锦燕

他们跟着苍蝇“闻香逐臭”
还要给它们住空调房吃奶粉

市疾控中心病媒生物实市疾控中心病媒生物实
验室饲养的蚊子验室饲养的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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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是蚊蝇繁殖和活跃的
季节，人们往往避之唯恐不及。
但有一群人，却冒着38℃以上的
高温，奔波在蚊蝇活动频繁、密度
高且适宜孳生的监测点，将蚊蝇
带回实验室饲养、繁殖、做检测。

近日，记者跟随宁波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捕蝇人”马敏博士，
体验高温“烤”验下这一特殊岗位
的工作日常。

听起来像玩笑话
但活抓苍蝇真是个技术活1

采集发现的问题采集发现的问题。。

工作中的信息采集员工作中的信息采集员。。

“无名公益”团队
连续7年
为环卫工人“送清凉”

7月13日下午，在鄞州区万达商
业广场附近，“无名公益”的队员们将
40份慰问品亲手送到一线环卫工人
手中，向高温天坚守岗位、守护整洁
的“城市美容师”们传达全社会的关
怀和问候。

本月，“无名公益”团队安排了
10场微爱传递慰问活动，为一线环
卫工人送去矿泉水、新鲜水果、风油
精、降温日用品、防暑药品等一些列
慰问物品。每一场自愿前来捐献爱
心的队员身份均不同，他们均是自发
参与的普通市民，其中不乏爱心老人
与中小学生。

据了解，“无名公益”团队自
2017年开始自主组织，今年已经是
为一线环卫工人“送清凉”活动的第
七个年头。此公益活动每年参与的
人员都不同，没有身份的区别，没有
年龄的限制，有意者均可加入。每到
天寒地冻或烈日炎炎的日子，“无名
公益”团队便会出现在城区各街头小
巷，为那些奋战在一线岗位上的环卫
工人们献上自己的一份关爱。

“虽然现在宁波已经进入ʻ烧烤
模式’，但是我们的心却像吃了冰棍
一样清清凉凉、舒舒爽爽！”一线环卫
工人许遵梅开心地说。鄞州区市容
环境卫生指导中心副主任陈红光告
诉记者：“这个团队很有爱心，做好事
不留名，从2017年开始，连续七年无
条件给一线环卫工人送清凉，让环卫
工人们均倍感暖心。”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李佳静 陈月影 文/摄

“这些兰州包心菜打足了冷
气，还滴着冰水呢！”蔬菜批发市
场的蔬菜经营大户韩龙这段时
间非常忙碌，与同伴们一起装卸
着来自兰州的高原夏菜，向记者
展示着炎炎夏日的保鲜小妙招。

时下正值西北的蔬菜丰收
季，来自兰州的包心菜、花菜、莴
苣等高原夏菜源源不断地供应
宁波市场。在盛夏高温天，经历
2000多公里的长途，如何确保
送到市民手里的蔬菜碧绿鲜
嫩？对于经验丰富的韩龙来说，
这是“小菜一碟”。

“包心菜一包15公斤，内部
全部打了冷气，整车外面包裹了
8层保鲜膜、2层棉被，包得严严
实实，里面还加冰。”韩龙说，冷
链物流车成本太高，他们蔬菜商
承担不起，而这种打冷气、加冰、
包保鲜膜的传统手法非常有效，
能保证蔬菜的新鲜程度。

在九龙湖农场，上百个蔬菜

大棚披上了一层黑色的遮阴大
网。农场里工人每天一大早把
遮阴网支开，为蔬菜遮挡烈日，
到了晚间再收起，方便蔬菜大棚
散热、透气。

“如果没有防晒网的保护，
大棚里的蔬菜早晒蔫了，而有了
防晒网，现在室温只比室外略高
2℃-3℃，蔬菜长势挺不错。”飞
洪蔬菜九龙湖农场一位鲍姓场
长表示，在防晒网的覆盖下，大
棚里相对阴凉些，而没有防晒网
的部分则热得烫人，只要几分钟
就让人汗如雨下。

今年夏季高温天来得早，气
温高，给蔬菜基地带来了不少

“烤验”。在庄市光明村的蔬菜
种植基地里，记者了解到，为了
保证夏季蔬菜的水分充足，基地
每月3次用水渠向大棚里灌溉，
大棚外的小水沟水量充足，未有
干涸迹象，鸡毛菜、小青菜等本
地叶菜长势较好，供应不间断。

民
生
报
告

温
高

穿上“冷气衣”
罩上防晒网
宁波“菜篮子”保供
“避暑”妙招百出

持续的高温天，对甬城“菜篮子”有何影响？
面对桑拿天，种植农户、批发商如何确保蔬

菜不发蔫、供应不间断？
记者了解到，宁波蔬菜、肉禽蛋批发市场通

过跨省调运、提高备货频次、全程冷链等方式，
确保蔬菜、肉蛋供应充足、价格稳定，从种植
到流通的蔬菜农场、批发大户等环
节也有不少“避暑”小妙招。

北菜南运 加快调运

记者来到宁波农副产品物流
中心，发现目前本地蔬菜正是上
市高峰期，番茄、青瓜、丝瓜、茄子
等蔬菜上市量比较大。

据宁波蔬菜批发市场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陈波介绍，当气温
达到37℃以上，本地蔬菜生长就
会放缓，产量也随之减少，市场在
应对高温方面提前做了准备，组
织省外蔬菜的调运，主要是北菜
南运，如东三省的茄子、西红柿，
西北高原的包心菜、娃娃菜，还有
高山蔬菜的长瓜、青瓜等。

在宁波肉禽蛋批发市场，高
温天里来采购的中小批发商、市
民三三两两。一位肉类经营户表
示，售卖的牛肉主要来自东三省、
山东和贵州，价格比较稳定。据
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应对夏
季高温天气，肉禽蛋市场通过全
程冷链、提高备货频次、加快销货
等保证货物的新鲜度，确保市场
供应量足价稳。

记者 周晖 文/摄

炎炎夏日，蔬菜保鲜妙招不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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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公益”团队小队员给环卫
工人送慰问品。

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心，经营户装卸披着“冷气衣”的蔬菜。

线上平台的前置仓工作人员线上平台的前置仓工作人员。。

马博士正在辨别捕捉到的苍蝇种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