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一年高校新生入学
时。8月24日下午，内蒙古大
学邀请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玉
泉区刑警大队和昭君路派
出所民警，为2000多名新生

支招。（8月27日《北方新报》）
新生们刚成年，尽管心

智已近成熟，但一直处于繁

忙的学习状态中，涉世未

深。突然面临大学这种比较

开放的环境，自身需求旺

盛，同时外界诱惑增多。由

于社会经验不足，对陷阱缺

乏辨别力，对危险因素缺乏

警惕性，加之远离家庭的约

束，在应对一些事物上难免

失措。行为不当就容易吃

亏，这方面尤其以网络诈骗

为代表。所以，为新生们送

上安全防范教育，是非常必

要的举措。了解了社会的多

面性，见识了骗子的套路，

在面对不良诱惑时，就不会

无所适从，轻易掉进陷阱。

需要正视的是，与网络

诈骗相比，网贷更是猛如

虎。近年来，大学生深陷网

贷陷阱难以自拔，毁掉学业

毁掉家庭的新闻不绝于耳。

安全防范课，不能缺失远离

非法网贷这一环。在这方

面，金融机构应该有所作

为，把相关知识送进校园，

用鲜活的案例进行警示教

育。让新生掌握一些金融常

识，养成理性的理财观念，

不至于滑入网贷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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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范课不能少了网贷知识
◎◎头条锐评

（上接7版）

通湖草原旅游区的开
发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
曾是乌兰哈达嘎查及周边
较为知名的牧家游胜地，
娱乐项目仅限于骑骆驼、
骑马等项目。2007年，嘎查
引进银川一家旅游公司，
完成了游客中心、迎宾广
场等10余个重点项目建
设，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服
务接待体系。之后，景区经
济效益逐年攀升，接待规
模日趋扩大。

“大树底下好乘凉。
2012年，嘎查党支部牵头
成立了旅游农牧民专业合
作社，采取‘党支部+合作
社+公司’模式，合作社鼓
励农牧民通过在景区经营

沙漠冲浪车、骑马等项目
获益。”乌兰哈达嘎查党支
部书记李雄鹰介绍，从
2012年到2017年底，旅游
专业合作社参股农牧民由
最初的99户增加到全嘎查
210户全部参股，参与景区
和个人从事旅游经营项目
的牧户由30余户上升至
135户；分红收入由66万元
增加到313万元，嘎查人均
收入达到1.5万元。

据统计，2017年共有
1250万游客来阿拉善旅
游，这意味着每一个阿拉
善人平均接待外地游客50
多人。依托得天独厚的丰
富旅游资源，阿拉善盟旅
游业实现了从单一旅游产
品向复合型、产业链条式

发展的转型，苍天圣地的
“大旅游”格局已见雏形。

一个产业就是一个新
的增长点；一批产业就是
一个新的增长极。沙漠里
长出的新产业，使阿拉善
经济发展后劲十足。

高质量擘画美好未来

阿拉善曾是沙尘暴的
代名词，境内戈壁、荒滩、
沙漠遍布。如今，戈壁变草
原、沙漠变绿洲的景象随
处可见。

环境就是民生，绿水
青山就是幸福指数。围绕
城市“双修”，阿拉善在盟
府所在地巴彦浩特镇周围
修复建成6万亩贺兰草原、

6000亩丁香园、6000亩敖
包公园、6000亩营盘山公
园、6000亩南田湿地公园，
将边陲小城巴彦浩特嵌入
了绿草如茵、绿树成荫、泉
湖喷涌、碧波荡漾的绿水
青山之中，这里的人们正
在享受着与自然为邻的和
谐幸福生活。在这个不足
15万人口的城市里，丁香
园、贺兰草原、敖包沟生态
公园、沙生植物园等城市
公园，为整个城市增添了
无限生机。据统计，近3年
来，阿拉善盟在生态修复
和城市修补上投入总资金
超过100亿元，这对于一个
财政收入只有20多亿元的
地区而言，实为难能可贵，
也彰显了阿拉善盟建设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构
筑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
的坚定决心。

今天的阿拉善，绿色
发展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
主基调，绿水青山、蓝天白
云已经成为阿拉善人矢志
不移的环境底色，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获得感也在整体
环境的不断改善中与日俱
增。2017年，阿拉善左旗被
授予“自治区生态宜居县城
示范旗县”和“国家卫生县
城”称号，阿拉善右旗被评
为“自治区生态宜居县城先
进旗县”和“自治区园林县
城”，额济纳旗入选“自治区
生态宜居县城达标旗县”。

适宜人们工作、生活、
居住和旅游的城市风貌，

漂亮的景观景点、优美独
特的自然风景、浓郁的民
族文化特色，让越来越多
的游客感受到了巴彦浩特
独具一格的魅力。阿拉善
盟以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
文底蕴，正在成为令人羡
慕的宜居城市。

阿拉善的风、沙、戈
壁，磨砺出了阿拉善的奇
石险境，也磨砺出了阿拉
善人的坚韧不拔与宽广胸
襟。24.8万阿拉善人民正在
用实践昭示，只有把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融化到骨子里、血
脉中，真正做到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并切实指导实
践活动，阿拉善的发展才
能大气磅礴、行稳致远！

新产业铸造新型阿拉善
———“沙漠里‘长出’新产业”系列报道之一

文/《内蒙古日报》融媒体记者 白喜辉 李文明 刘宏章 王 坤

文/山 歌

据媒体报道，国务院第

二十四督查组抵达贵州后，

接到群众反映，一位参保地

在贵州安顺市普定县、但常

住地在贵阳市的患者，在医

院住院治疗后没能直接结

算，拿材料回参保地报销，结

果因医保经办机构要求提供

奇葩证明，前后跑了6次，至今

仍然未能报销。针对这起政

策不落实、群众报销难的典

型事件，督查组督促地方政

府立即整改。

第一次的时候，负责医

保经办的工作人员告诉他

们，需要先办一张新农合的

存折。再去又说缺少患者的

证件照。好不容易齐全了，工

作人员又不在，值班人员不

肯接收材料。第四次去虽然

材料被接收了，但又告知他

们缺一个就医医院是医保定

点的证明。因为证明没开着，

又去了第五次，这回又新增

要求开一个就医医院是三甲

医院的证明。

因为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本来就是医保定点的三级甲

等医院，所以不同意开这两

个证明。夫妻俩又去问医保

机构，结果没有这两个证明

就报不了。就这样，患者张女

士一家前后3个人跑了六趟，

花了两个月也没能报销。

根据资料显示，贵州省

在2015年就统一了全省医保

三目录、全面实现省内异地

就医即时结算。既然2015年

已经实现了省内异地就医即

时结算，为何还会出现，省内

异地就医“跑了六次不能报

销”的情况？究竟是没有严格

落实异地直接结算政策，还

是在具体执行当中出现了对

接上的问题，这还需要有关部

门的进一步调查，但其服务意

识上的缺失则不可否认。

在患者回参保地报销

的过程中，医保经办机构明

显没有履行一次性告知的义

务。既然张女士的报销材料

不全，工作人员为何不在第

一次的时候就交代清楚。还

有，在这起事件中本该由医

保经办机构自身核实的证明

材料却让患者提供。连国务

院第二十四督查组副组长张

相国都表示：他让你开医院

的三甲等级证明，但医院的

等级证明不是在国家目录

里面应该有的吗？机构为了

省事将自己的分内工作推

给了患者，却忽略了有些证

明远远超出了患者的能力

范围。

“六趟未能报销”的背

后，不单是“最多跑一次”的

办事理念没有在基层得到

落实，更是一些基层工作人

员没能端正态度，缺乏为公

众着想的服务意识。在各级

部门都在简化行政审批的

当下，当地的医保经办机

构却还抱残守缺让患者开

具“奇葩”证明，这样的做法

显然需要反思。随着全国跨

省异地就医结算系统的建

成，以后异地就医结算将更

加普遍，如何提高服务质

量，简化报销手续无疑成为

各级医保报销机构所要努

力的方向。

山寨鉴定
今年7月，张女士通过某代购网点购买了一款知名品牌

的手提包。因怀疑包包是假货，张女士通过一家奢侈品鉴定网

站在线上传了包包各部分的细节图，请鉴定师进行鉴定。不

久，该网站出具了鉴定结果，张女士购买的手提包是仿品。

张女士转而去找商家进行沟通，但店家以其选择的鉴定网

站不够权威为由，否认所售手提包是仿品。为了打消张女士的顾

虑，店家还推荐了一家“老客户”经常使用的奢侈品鉴定网站，并

表示如果该网站也认定所售包包为仿品，立即为张女士退款。

而张女士登录该网站发现，这家网站与自己此前选择的

鉴定网站几乎一模一样，一查，该鉴定机构也是山寨网站。

据业内人士介绍，这几年随着奢侈品代购的兴起，奢侈

品鉴定市场也越来越火热。不少代购商家都和“山寨”鉴定中

心有合作，方便为自己出具假的鉴定结果。

一条龙服务…… （据《法制晚报》）

异地就医跑六趟没报销，问题在哪？
文/嘉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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