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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在行动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餐饮外卖已成为不少消费者的
生活必备。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外卖行业的食品
安全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
管局秉持“守住安全底线，聚焦民生关切，服务发展大
局”的监管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提出的鼓励餐饮外卖
对配送食品进行封签的要求。积极响应消费者等社会
群体关于使用外卖食安封签，给外卖食品加上一把安心
锁的呼吁，制定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网络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封签管理办法》，是全国较早出台食安封签制度
的地区。近日，我区全面推广使用餐饮外卖食安封签。

《内蒙古自治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封签管理办
法》对食安封签的样式、使用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对
网络订餐平台、餐馆、外卖配送人员的食品安全责任进
行了划分，能够有效预防和控制外卖食品配送中的风
险，减少外卖食品纠纷，保障食品安全。

“食安封签”是为了保障外卖食品安全而给食品外
包装进行密封处理的一道封签。该封签为不干胶封签，
标识有“食安封签”的字样，一旦撕开即刻损毁，无法重
复使用。网络订餐平台应当在消费者下达订单时，以显

著、合理的方式提示配送人员和消费者使用食安封签。
餐馆出餐后，应当用食安封签进行包装。外卖食品配送
人员在接收外卖食品时，应当检查食安封签的完整性，
对封签已被破坏或者封签不完整的外卖食品，有权拒绝
接收。消费者有权拒收食安封签已被破坏或者封签不
完整的外卖食品。

餐饮外卖在商家、送餐人员、消费者之间传递，只有
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才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食
安封签是否破损是认定各方责任的重要依据，能够明晰
食品安全责任，降低食品安全风险，为餐饮外卖系上了

“安全带”，加上了“安心锁”，有效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和
商家、配送人员的利益，切实增强商户、配送人员和消费
者之间的信任，提升外卖行业服务质量，护航外卖产业
健康发展，保障了外卖食品安全的最后一公里。

内蒙古自治区将持续深入推动落实网络餐饮食安
封签制度，一方面约束餐馆和送餐人员的行为，保证外
卖在运输配送过程中的食品安全；另一方面提高广大消
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用小封签来撬动
食品大安全，营造全社会共治共管食品安全的良好氛
围。 （代宇佳）

小封签撬动食品大安全
——我区全面推广使用餐饮外卖食安封签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8 日电 中国中
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大会 5 月 8 日
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
出：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重组
组建，对优化国有经济结构和布局、助
力我国农业现代化、增强化工行业市场
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扎实做好重组整合、深化改革等工作，
加强国际合作，充分发挥行业龙头企业
作用，加大种源、化工等领域关键技术
攻关力度，创新管理和运营模式，不断
提升经营质量效益和综合竞争力，为保
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作出新贡献！

国务委员王勇出席成立大会并讲
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做好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重组组建工
作，加快促进我国农业和化工产业高质量
发展，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王勇指出，重组组建中国中化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是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
结构调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
有企业的重大举措。要牢记使命责任，
聚焦主责主业。加强资源要素整合融

合，加快发展种业、现代农业、综合性化工
等产业，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打
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
长”，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坚持
深化改革开放，持续健全市场化运营体
制机制，守好安全生产底线红线，推进绿
色低碳科技研发应用，为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贡献力量。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
党的建设融入公司治理，凝聚各方面工
作合力，努力开创公司改革发展新局面。

李克强对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扎实做好重组整合、深化改革等工作
不断提升经营质量效益和综合竞争力

□新华社记者 庞明广 周磊

31 岁的雷秋凤，由外公外婆养大，
从没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

每当谈到自己的母亲时，她都会十
分自豪地说：“我的老妈是张桂梅，华坪
女高的校长。”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张桂梅
2008 年创办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
并长期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13 年来，
她帮助 1800 多名大山女孩考入大学。
但许多人不知道，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华坪儿童福利院院长。

自 2001 年以来，整整 20 年，张桂
梅在福利院先后收养了 177 个孩子。
无儿无女的她把所有母爱倾注给了这
些孩子，呵护他们长大成人。

“一天收了 36 个孩子”
成为上百个孩子的母亲，对张桂梅

来说是一个意外。
1995 年，张桂梅的丈夫因胃癌去

世。第二年，39 岁的张桂梅决定离开和
丈夫一起生活多年的大理，调到偏远的
华坪县教书。

“当时我就想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
方躲起来，了此余生。”她说。

但 2001年华坪儿童福利院的成立，
改变了张桂梅和许多孩子的人生轨迹。
在华坪教书几年后，张桂梅因为对学生
格外关爱，在当地小有名气，捐款的慈善
机构便指定要她兼任福利院院长。

“我从来没养过孩子，可我来到华
坪后不久，肚子里长了一个几公斤重的
肿瘤，全县老老少少给我捐款做手术，
我欠了这份人情债。”张桂梅说。

2001 年 3 月 1 日，华坪儿童福利院
正式成立。这一天，张桂梅至今记忆犹
新。“第一天福利院就收了 36 个孩子。”
张桂梅说，这群孩子里，最小的只有两
岁半，最大的 18 岁。

让张桂梅吃惊的是，有的孩子连汉
语都不会说，甚至不会洗脸、洗澡，不会
用卫生间。她把孩子带到卫生间上厕
所，可他们非得跑到院子里大小便。“每
天早上院子里到处都是臭味，我只能带
着员工去清扫。”

“ 我 心 里 非 常 难 受 ，心 疼 这 些 孩
子。”张桂梅说，“但我也很庆幸，政府能
成立福利院，让这些孩子能在这里生
活。”慢慢地，张桂梅开始了解孩子们的
身世。有的孩子是父母已不在人世的
孤儿，也有不少孩子是因为生病或者性
别歧视，而被父母遗弃。

27 岁的张惠华是最早来到华坪福
利院的孤儿之一。2001 年，7 岁的他和
5 岁的弟弟因为父亲意外去世被送到福
利院。

“刚来的第一天感觉很陌生，有些
害怕。”张惠华说，“可老妈看到我后，亲
切地问我吃饭没有，把我抱在怀里。那
一刻，我觉得自己又有了家。”

福利院成立后，张桂梅白天在学校

教书，下班后就回来照顾孩子。不管白
天工作再累，她都会陪孩子做作业，带
着孩子围成圈跳舞，玩老鹰抓小鸡⋯⋯
晚上孩子们睡熟后，她还要挨个去检查
他们有没有盖好被子。

“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睡觉不脱
衣服的习惯，这样方便晚上起来照顾孩
子。”张桂梅说，“虽然我没能力给孩子
们买好吃的、买名牌衣服，但他们起码
米饭、馒头能吃饱，还能去学校读书，比
过去好多了。”

“我就是孩子们的妈”
在华坪儿童福利院，张桂梅的职务

虽然是院长，但孩子们都习惯叫她“老
妈”“妈妈”。

“第一次听到有孩子喊妈妈时我吓了
一跳。我心想，妈妈就是这样吗？我够格
吗？”张桂梅说，“但我也很欣慰，孩子们没
有把我当成院长，而是把我当成亲人。”

在孩子们的眼里，张桂梅就是那个
为他们遮风挡雨、撑起一个温暖大家庭
的妈妈。

华坪儿童福利院创办头几年，每年
只有 7 万元经费，日常开支十分紧张。

“几十个孩子一起吃饭，有的孩子还频
繁生病，一年的钱不到半年就用光了。”
张桂梅回忆说，“当时我和孩子们只能
顿顿吃豆瓣酱炒饭、豆瓣酱蒸馒头，吃
什么都是蘸豆瓣酱。”

她拿出自己的工资来贴补福利院，
但还是不够用。实在没办法，张桂梅便
想出一个主意，把县里各个单位捐赠的
盆花、洋娃娃拿出来，带着几个大孩子
去菜市场上摆摊售卖。

张桂梅说，过了好几年，政府给福
利院的经费增加了，她才慢慢不用为钱
发愁。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老妈也没有
想过放弃，她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2001年便来到福利院的雷秋凤说。

雷秋凤至今还记得，2005 年，她考
上了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去学校报
到前，张桂梅塞给她 500 元生活费。“后
来我才知道，老妈把自己看病吃药的钱
拿给了我。”

2011 年，已经在四川省攀枝花市
工作的雷秋凤准备和男朋友结婚。为
了让女儿嫁得风风光光，张桂梅提前好
多天就开始布置婚房，准备了空调、床
上用品等嫁妆，还在福利院的院子里铺
上喜庆的红地毯。

“别人家有的咱都要有。”张桂梅对
雷秋凤说。接亲那天，她凌晨三点就起
床带着福利院的孩子们清扫院子，还请
来了县领导当证婚人，县电视台的主持
人当司仪，甚至把华坪女高高一学生带
到福利院来唱歌欢送。

“婚礼比我想象的要隆重许多，让
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妈妈的爱。”雷秋
凤说，“我离开家前老妈还说，如果在外
面受欺负了就回来，她给我做主。”

每每回想起给女儿办的婚礼，张桂
梅都乐得合不拢嘴。“我就是要把排场搞

得大大的，还给新郎提了很多要求，比如
接亲一定要用小轿车。我要让他知道，
他娶的不是孤儿，她是有娘家的。”

“我从不允许别人说福利院的孩子
没有妈，谁说他们没有妈？我就是孩子
们的妈。”张桂梅说。

“老妈心里完全没有自己”
开办 20 年来，华坪儿童福利院已

先后收养了 177 名儿童，孩子们的档案
摞成了厚厚一叠。

如今，许多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离开
福利院，有的考入大学，有的成为医生、
教师、警察、军人⋯⋯“孩子们都过得很
好，有房有车，有儿有女，还有在国外工
作的，是公司高管。”张桂梅一脸自豪地
说，福利院现在还有 20 多个孩子，“我会
继续当好这个妈，把孩子们养大。”

2008 年华坪女高成立后，张桂梅把
自己大多数时间都放在了学校，每天从
清晨到深夜盯着学生晨读、上课、做操、
自习。晚饭后，她会抽出 1 个多小时，回
福利院和孩子们聊聊天，看着他们做作
业，然后又回到学校盯学生上晚自习。

今年 64 岁的她身患骨瘤、肺纤维
化、风湿等多种疾病，双手、颈背每天都
要缠满止痛胶带。每次张桂梅回到福
利院后，孩子们就会围在她身边，帮她
小心翼翼撕掉贴了一天的止痛胶带。

“每次撕胶带时我都非常小心，因
为粘得很紧，我怕妈妈会疼。”12 岁的女
儿杨至伟说，“妈妈工作太辛苦了，希望
她不要那么累，不要睡那么晚，起那么
早，可以为了自己休息一下。”

26 岁的李光敏是 2007 年进入华坪
儿童福利院的孤儿。在云南艺术学院
读幼教专业的她，原本可以留在昆明工
作，但为了能回来照顾老妈，分担老妈
养育弟弟妹妹的压力，在 2017 年毕业
后选择回到福利院工作。

“有一次我去华坪女高给老妈送
饭，看到她爬楼梯时非常吃力，只能抓
着扶手一步步慢慢挪。那一瞬间，我发
现妈妈真的老了。”李光敏说。

张桂梅的右臂有一个长了多年的
肿瘤，李光敏一直劝她早点做手术摘
除，可她一直不答应。“做手术要休息一
个多月，老妈就是怕没她盯着，学生成
绩下滑。”李光敏说。

5 月 4 日早晨，李光敏忽然接到张
桂梅电话，说自己风湿病犯了，脚背肿
得老高，走不动路，要去医院输液。李
光敏赶忙骑着电动车去学校，把老妈送
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医生反复叮嘱：“这个药打
起来非常疼，要慢慢输液。”可张桂梅硬是
不听，悄悄把针水速度调到最快。本来要
三个小时才能打完的针水，她两个小时就
打完，随后急忙忙让女儿送她回学校。

“老妈每次输液都这样，她一辈子
为了学生和福利院的孩子操劳，心里完
全没有自己。”李光敏说，“真希望老妈
别那么逞强，现在该我们照顾她了。”

（新华社昆明 5 月 8 日电）

我的妈妈叫桂梅
——张桂梅和她的 177 个儿女

新华社南宁 5 月 8 日电 （记者
胡佳丽）5 月 8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展《为抗战吹响号角——
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化》开展仪式在南
宁昆仑关战役旧址博物馆举行。

本次展览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和南
宁昆仑关战役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联
合主办，南宁昆仑关战役旧址博物馆
承办，开展时间将持续至 12 月。

展览分为“坚定文化自信 发展抗
战文化”“以文艺为刀枪 吹响抗战号

角”“领导文化抗战 凝聚民族精神”三
个部分，展出珍贵历史图片 200 余幅，
包括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手稿图
片、延安电影团纪录片的部分剧照、号
召抗日救亡的版画作品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化宣
传推广中心巡展工作负责人王业鑫介
绍，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抗战文艺团体在根据地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产生一大批经典文艺作品，

《黄河大合唱》《延安颂》等大批优秀作
品激励着一批批中华儿女奋起反抗日

本侵略者。不少剧社深入各地用演剧
的方式宣传抗战，美术工作者们也在
敌后斗争生活中创作出许多优秀作
品，以画笔为刀枪坚持抗战。

南宁昆仑关战役遗址保护管理委
员会党组书记、主任蒋宁华说，本次展
览展示文化工作者在抗战烽火中“以
纸笔为戈，以文墨传薪”的点滴，全面
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文化各领域所
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抗战文化对凝
聚全民族力量取得抗战胜利起到的推
动作用。

《为抗战吹响号角——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文化》展览
再现“文化抗战”

新华社北京 5 月 8 日电 （记者
姜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8 日宣
布，2021 年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
动启动。人社部会同有关方面搭建全
国统一、多方联动的网络招聘平台，为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精准服务。专
项行动将持续至 8 月 15 日，预计提供
就业岗位超过千万个。

据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
专项行动设立行业性、区域性、群体性
招聘专区，包括了 31 个省份的特色专
场。首周上线的房地产、餐饮、土木建
筑、医药卫生、互联网、消费零售、商业
服务等 7 个行业专场，岗位需求达到
600 万人次。

人社部还将组织浙江、湖北、重庆

等地方公共就业人才服务直播平台，针
对智能制造、物流仓储、IT互联网、金融
保险等领域，开展行业性、综合性直播
带岗活动和就业创业政策宣传解读。

线下招聘也将有序铺开。专项行
动期间，人社部将会同部分行业协会
和地方举办系列区域性行业特色招
聘，重点涵盖纺织、汽车、快递物流、有
色金属、电竞游戏等行业。

此次专项行动主会场设在中国公
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以及“就业
在线”，除提供各地和各专场招聘信息
外，还设有职业指导“云课堂”，首周将
上线 130 节公开课、直播课，为广大求
职者提供求职技巧、职业规划、创业辅
导等服务。

人社部启动2021年
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

每天回到福利院，孩子们都会帮张桂梅撕掉贴了一天的止痛胶带（3 月 23 日摄）。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上接第 1 版
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一直影响着张再
生，他在村里是有名的热心肠，无论是
村里的事、村民的事，还是陌生人的求
助，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他第一时间捐款，用实
际行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今年
年初村“两委”换届时，有着丰富换届
选举工作经验的他又被安排到所在小

队负责相关工作。1 个多月里，他每天
都早早地来到村部认真做好每项工
作。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一页
页“红色笔记”在开鲁县广大党员干部
中树起一面旗帜。大家纷纷表示，要
向张再生学习，认认真真学党史、踏踏
实实干工作，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方面狠下功夫，在
工作中践行初心使命。

张再生的红色笔记“火”了

■上接第 1 版 飞沙走石将母子俩分
割在黑漆漆的沙暴中，孩子的哭声和
母亲的叫声在狂怒的风中显得那么微
弱⋯⋯3 个多小时过去了，风停止了咆
哮，尼玛才看到了趴在沙子上瑟瑟发
抖的儿子。像这样的巡边遭遇，尼玛
不知经历了多少次。

生活是艰苦而单调的，可尼玛的
守边心却始终是火热的。1975 年，她
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这也成
为老人最宝贵的记忆。

春来秋往，寂寞单调、艰苦异常的
生活，让当年一同来守边的 2 户选择了
离开。尼玛同样面临着选择，家要看，
国要守，日子却不平静。望着即将需
要上学的孩子，面对丈夫多次央求，想
着没有酱醋、缺盐少水的日子，尼玛的
心在纠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有
义务、有责任守护祖国的边疆，我要兑
现我当初的承诺，这是我的信仰！”站
在长长的边境线上，尼玛坚定地选择
留下来，用一生坚守这片土地。

孩子到了学龄，但懂事的他不愿
离开额吉，选择留在母亲身边，和母亲
一起放牧、巡逻，一起分挑重担。这一
耽误，就是一生。直到现在，哈达布和
大字不识，一点简单的汉语，还是跟哨
所的军人学的。

“母亲是为守边留下的，这么多年

来母亲为守边吃了不少苦，作为儿子
应该陪伴在她左右。”哈达布和说。

“爱人走了，民兵也撤了，离我们
最近的亲戚在 200 公里以外，最近的
邻居也相距 90 多公里。‘8 号点’剩了
我们母子俩，我是‘连长’，儿子是‘小
兵’，我俩白天放牧守边，晚上听收音
机、给儿子讲故事、猜谜语，守边日子
就这样一天天过来了！”回望过去，尼
玛老人尽管说得很平静，可平静的话
语中蕴含着老人始终不忘初心、再苦
再难也要坚守为国戍边的信念。

半个世纪，尼玛老人只干了一件
事：不论是黄沙漫天、干燥酷暑，还是
乌云密布、冰雪交加，巡逻边境线成为
尼玛每天雷打不动的事儿。如今尼玛
已年逾古稀，儿子哈达布和、儿媳敖登
格日勒深知母亲内心的初心和使命，
他们接过了母亲的“接力棒”，一家人
继续坚守在这片土地上。“母亲的腿脚
不便了，现在主要是我和妻子巡逻守
边，我们要紧握‘接力棒’，传承好母亲
用一生守护边境线的初心和使命，陪
着老人继续守护好这片边境热土。”哈
达布和说。

50 年来，尼玛母子义务巡边 18 万
多公里，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近千人
次，未发生一起涉外事件。

“尼玛”藏语意为“太阳”，“哈达布

和”蒙古语意为“坚实的岩石”。母子
俩的名字印照了他们的一生：用自己
的光，铸成坚如磐石的信念。

“过去巡边只能靠骑骆驼，现在家
里买了汽车，还有了四级联防信息系
统，接通了无线网络，只要有可疑情
况，通过手机 APP 就能反馈给边境管
理部门。”哈达布和说。

在 50 年来的巡边守边坚守中，尼
玛老人多次被评为“优秀居边护边堡
垒户”“优秀边民”，先后荣获全国“三
八红旗手”荣誉称号和全区“优秀共产
党员”“五好家庭”“自治区劳动模范”

“北疆楷模”等荣誉。
“ 作 为 一 名 党 员 ，党 和 政 府 信 任

我，让我来这里守护边境，我一定要守
好。现在我年龄大了，腿脚不便了，但
只要我能动，就要和儿子履行好这份
职 责 ，在 这 里 坚 守 一 生 ！”尼 玛 老 人
说。从青丝到白发，从母亲背儿子巡
边到儿子搀扶母亲瞭望国境线，50 年
的守望，她对祖国浓浓的爱深深铭刻
在大漠戈壁的一砂一石中。

尼 玛 老 人 半 个 世 纪 守 边 的 感 人
事迹，充分体现了顾全大局、无私奉
献、坚韧不拔、艰苦奋斗的阿拉善精
神，生动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共同
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的殷切嘱托！

大漠边境线上的“活界碑”尼玛
一次选择 一生守护

扫一扫，看老党员的红色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