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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好自然保护区要同向发力
文/徐剑锋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环
保局了解到，按照中央环
保督察整改要求，首府积
极推进大青山自然保护区
内矿山企业清理整顿。截
至目前，大青山自然保护
区范围内的93家采、探矿

企业中，57家采矿企业已
完成清理55家，剩余2家部
分清理（武川县哈乐镇常
福龙金矿、武川县庙沟乡
东湾东段大西沟火烧沟石
墨矿）；36家探矿企业已全
部清理。（8月31日《北方新
报》）

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绝

不能“顺其自然”，政府必

须承担起兜底责任。一方

面，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

理念，正确处理好绿水青

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严

格落实生态安全责任制，

以警醒自觉走出生态保护

“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

要”的怪圈；另一方面，要

集聚各种资源要素，在尊

重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把

简单的“严格保护”升级为

“严密呵护”，尤其是对出

现的问题要彻底解决。

毋庸置疑，自然保护

区是受法律保护的。于法

律而言，《自然保护区条

例》对自然保护区的责任、

管辖、违规处罚等都作了

详细规定，当务之急得用

法治之手立规矩、管秩序、

作保障，不仅要把生态保

护的红线划出来，任何情

况下都不突破、不妥协；更

应通过部门监察、人大监

督等途径，对各类违规违

法行为敢于问责、严厉追

责，守好守住每一道防线。

一言以蔽之，只有实

现政府、群众和法治“三只

手”同向发力，才能确保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绿水青

山常在。

评论投稿信箱：

bfxbbtxw@163.com，请

注明“本土声音投稿”。

“星级”月嫂
据媒体报道，近年来，随着中国月嫂市场需求爆发式增

长，月嫂身价也“水涨船高”。但高收入并不意味着高素质，月

嫂市场乱象频频爆出，家政服务制度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据一月嫂经纪人介绍，公司根据月嫂的综合情况分为6

个等级，等级越高服务费越多，明星月嫂服务费可以达到三四

万元。不过，现在不少家政企业管理方式粗放，有的仅起到中

介介绍作用，缺乏对从业人员的信息甄别、考核管理及持续性

的培训机制，导致从业人员技能低、服务差、服务纠纷不断。

报道称，有的公司培训时间可能是一周，培训完就能拿

到母婴护理证，而且会有很多发证机构，甚至可以花钱买证。

有口皆碑很重要。 （据《法制晚报》）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7月初，有河北曲阳实验学

校的家长在微信群抱怨，

30多个学生住一个宿舍，

住宿条件太差。当时身为

家长的王丽也跟着抱怨了

几句。“没想到这几句话影

响了孩子上学。”王丽说，

不仅是她的孩子，多名学生

因为家长的“负面言论”上

学受到影响。

家长一“抱怨”，孩子就

失学，这般景象让人错愕。

去年9月，江西赣州市

于都县16岁少年刘文展，因

连续投诉学校补课收费遭

劝退。刘文展一事已经令人

愕然，曲阳实验学校多名学

生因为家长的“负面言论”

被开除，如此“株连”，更是

毫无“道理”可言。

该校某副校长明确表

示“经校务会研究决定，列

了一个名单，他们这几个人

不让来了。”如此毫不掩饰

地“打击”学生，非常过分。

义务教育阶段不能开除学

生是底线要求，民办学校也

不能违反。

再看看家长“犯事”的

理由，也站不住脚。所谓的

“负面信息”，主要就是学生

宿舍住宿条件的问题，尤其

是女生宿舍，30多个孩子一

个宿舍。7月初，一名七年级

女生曾向记者反映，她们住

在一个由原来的教室改造

成的宿舍内，床挨着床，行

动十分不便。“一个宿舍内

36个女生，在床与床之间转

身都困难。”而且空调每天

只开两个小时，晚上热得睡

不着。就这样一点小事，没

涉及学校的办学等核心问

题，家长忍不住发几句牢

骚，竟招致祸端。

据该校官网介绍，学校

初中部在2015年年检中被

评为示范性学校。可因家长

“抱怨”就株连孩子，将其劝

退，这样的“示范性学校”，

究竟在“示范”啥？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求真求

实，理应是学校教育的第一

要义。一个“真”字涤荡了教

育中存在的虚假伪善的尘

垢，教学生求真知，说真话，

办真事，追求真理，做真人，

实乃现代教育最重要最本质

的属性。学校的宿舍紧张，

竟然连“抱怨”的权利都没

有，岂不哀哉！如此“教书育

人”，除了荒唐，还是荒唐。

◎◎不吐不快

志愿者
免费坐公交，好！

新修订的《浙江省志愿

服务条例》9月1日起施行，对

有良好志愿服务记录的志愿

者，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和省有关部门可以采取优先

安排志愿服务、免费乘公共

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旅游景

点、免费享受健康保健体检

等措施予以激励。

郑文评论说：待社会以

温柔者，也该被温柔以待。浙

江的相关举措，无疑值得更

多地方借鉴。也期待政府部

门和社会公益机构、公众及

企业等在激励奖励志愿服务

精神方面形成合力，甚至参

照慈善捐赠活动减税政策，

为参加志愿服务可获得税收

减免提供便利，进而刺激更

多人加入志愿者队伍。

（上接7版）

绿色健康产业渐入佳

境

这几天，内蒙古苍天
牧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杨君着实有些兴奋，
因为公司2016年11月开工
建设的全国首条也是目前
唯一一条标准化骆驼屠宰
生产线，终于进入到了设
备安装环节。

“阿拉善的骆驼虽然
降到了十几万峰，但数量
在逐年回升。我们想做大

骆驼产业，带动阿右旗700
多户养驼户通过骆驼养殖
实现增收。”杨君说，精细
分割的驼肉可以在市场上
卖到更好的价格。此前，公
司只能找甘肃地区的企业
代加工。这条生产线建成
后，阿右旗本地就可以实
现上规模的驼肉加工生
产。更让杨君兴奋的是，公
司通过与内蒙古骆驼研究
院等科研机构合作，做长
骆驼产业链，可增加驼奶、
驼血、驼骨、驼油、驼皮等
骆驼副产品的附加值。

“内蒙古骆驼研究院

围绕骆驼基因组学、骆驼
生物制药学、骆驼产品研
发等方面，进行重点科研
攻关，目前已经申请了驼
乳化妆品、驼胎盘、驼奶深
加工关键技术及驼奶掺假
检测技术等10多项专利。
洗面奶、面膜、面霜、护手
霜、唇膏等驼乳化妆品已
经研发出来。”杨君说，公
司将按照一期驼肉、乳制
品加工，二期驼乳、驼胎盘
保健品开发，三期驼乳生
物制药研发生产的“三步
走”目标，步步深入开发好
这一绿色富民的朝阳产

业，“我要让居边守边的农
牧民在骆驼产业链条中走
向富裕，收获更多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阿拉善盟多年前就
开始探索骆驼健康产业，
2014年以来，阿拉善右旗
通过招商引资建成了1000
吨骆驼乳制品加工生产
线，同时成立了全国首家
骆驼研究院。2017年，自治
区级院士专家工作站也在
阿拉善右旗落户，进一步
壮大了科研力量。阿拉善
盟骆驼健康产业发展后劲
十足，围绕产品深加工，已

经开发出鲜驼乳、驼奶粉、
驼乳化妆品等4大系列20
多种产品，骆驼产品附加
值得到提升。”阿拉善右旗
旗委书记杨海说，为有效
推进骆驼健康产业发展，
今年旗里出台了《骆驼产
业中长期规划（2018-2035
年）》和《扶持骆驼产业发
展 实 施 意 见（2018-2035
年）》等政策措施，依托已
经建成的骆驼产业科技园
区和骆驼研究院，发挥“龙
头企业+科研+合作社+农
牧户”的利益联结优势，让
广大农牧民真正参与到骆

驼产业发展中来，共同分
享产业发展的成果。杨海
预计，到2020年，阿拉善右
旗双峰驼种群数量稳控在
6.5万峰，累计发展骆驼产
业专业合作社20家，建成
双峰驼生态牧场250家，培
育自治区级龙头企业1家、
盟级龙头企业1家，力争骆
驼产业总产值突破3亿元。

大漠深处，驼铃声声，
驼鸣悠悠。一峰峰“沙漠之
舟”驮载着绿色健康产业，
更驮载着农牧民增收致富
的新希望，在通往小康社
会的征途上，奋力前行！

“沙漠之舟”载负新使命扬帆起航
———“沙漠里‘长出’新产业”系列报道之四
文/《内蒙古日报》融媒体记者 白喜辉 李文明 刘宏章 王 坤 王 鹏

家长一“抱怨”孩子就失学，这还是“示范”学校？
文/胡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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