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砥砺
奋进的 年55

在石头上飞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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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记者从海南省政
府获悉， 《海南省食品摊贩监督
管理办法 (试行 )》 《办法 》 规
定， 城镇幼儿园、 中小学校门口
周边200米范围内以及公共厕所
25米范围内不得划定食 品 摊 贩
经 营 区 域 ； 食 品 摊 贩 应 当 在
其 摊 位 显 著 位 置 ， 张 挂 食 品
摊 贩 信 息公示卡和从业人员健
康证明， 从事食品经营活动时应
当穿戴整洁， 保持个人卫生， 从
事现场制售食品的工作人员应当
佩戴口罩。

《办法》 明确提出食品摊贩
不得经营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
人群的主辅食品， 生食类、 冷食
类、 现制乳制品、 裱花蛋糕等食
品， 腐败变质、 霉变生虫、 超过
保质期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以及国家和海南省禁止经营
的其他食品。

《办法》 还规定， 出现未按规
定张挂食品摊贩信息公示卡或者公
示卡所记载的信息与实际不符 ，
或从业人员未取得有效健康证明
的。 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 给予警告 ； 拒不改正的 ，
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对转让、 出租、 出借食品摊
贩信息公示卡， 违法经营禁止经
营的食品以及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未履行规定义务情形， 由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
警告， 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
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 ， 处2000元
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并收回食
品摊贩信息公示卡， 2年内不再
重新安排经营摊位。

今年端午节迎来首个全国科
技工作者日。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
基，而人是科技创新的核心因素。
这个节日的设立， 是对中国８１００
万科技工作者的关心与致敬。

科技创新与科研人员被置于
更加重要的位置，与此对应的是，
中国迎来新一轮科研成果的 “井
喷”： 天舟一号上太空送货加油、
“蛟龙 ” 号下探马里亚纳海沟 、
Ｃ９１９大型客机首飞、量子计算机
问世、 可燃冰试采成功……去年
“科技三会”以来，我国一系列重
大科研突破的集中亮相不仅极大
提振了中国人的民族 自 信 心 和
自豪感 ， 也令全世界投来注视
的目光。

对于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成功
发射， 俄罗斯齐奥尔科夫斯基航
天研究院院士热列兹尼亚科夫评
价说， 这是中国航天向建设轨道
空间站迈出的“巨大一步”，这在
国际航天界也是一个令人瞩目的
事件，“我们见证了另一位重要选
手的崛起”。

对于“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下
潜至世界最深海沟马里亚纳海沟
六千米处， 世界第一个下潜到地
球最低点的美国海洋学家沃尔什
表示， 中国的深海探索正在推进
人类对海洋、对地球的认知，这让
人印象深刻。 他还特别称赞了由
中国上海海洋大学等机构打造的
万米级 “深渊科学技术流动实验
室”项目。

沃尔什说：“他们的工作相当
脚踏实地， 先设计建造最有利于
现阶段科研的着陆器和无人潜水
器， 然后才是万米级载人潜水器。
我希望他们的探索工作富有成效，并
预祝他们未来取得更大成功。 ”

对于中国大客机Ｃ９１９首飞成
功， 美国研究航空市场的国际预
测公司航空专家道格拉斯·罗伊
斯说：“中国希望在商用飞机领域

追赶欧洲、美国，这是朝着这个方
向迈出的一步。 ”他还指出，如果
Ｃ９１９能获得美国联邦航空局和
欧盟航空安全局的适航认证，将
是该项目的“巨大胜利”，也表明
“中国的民航业取得了巨大的进
步”。

对于中国对南海可燃冰试采
实现连续１８７个小时稳定产气，英
国广播公司报道说， 南海蕴藏的
可燃冰被认为对未来全球能源供
应非常关键， 而中国这一突破是
漫长旅程迈出的第一步。 墨西哥
经济研究和教育中心能源问题专
家胡安·卡洛斯·莫雷诺—布里德
则认为， 中国对可燃冰试采成功
是在能源领域迈出的重大一步，
这一突破显示出中国在科技进步
领域的巨大投入。

随着走到世界前端的科技成
果越来越多， 中国在全球科技舞
台日益令人瞩目。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始终怀着包容开放的心态，
将国际合作与竞争放在同等重要
的位置，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
方式将上述科研成果辐射至更多
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根据本月 ２５日出版的英国
《自然》杂志增刊“２０１７中国自然
指数”，中国近年来发表的论文总
量在不断增加， 由中国与国际学
者合著的论文比例也在逐年上
升。 最新统计结果显示， 到２０１６
年，自然指数追踪的中国论文中，
超过５０％是由中国学者与国际同
行合作完成的。

德新社在题为《巨大跨越：中
国发射首艘货运飞船》 的报道中
援引澳大利亚航天专家莫里斯·
琼斯的话说， 中国在航天领域取
得的进步为与中国展开空间合作
的欧洲国家带来了新机会。 他形
容中德在空间领域的合作是“强
劲和富有成效的”，并相信这种合
作在未来还会加强。 据新华社

海南：摊贩制售食品须戴口罩

新华社电 为方便来江西南
昌的人员办理居住证业务，自６月
１日起，南昌市公安局将在门户网
站上正式开通 “居住登记”“居住
证签注”“居住证损坏换领”和“居
住信息注销”等４项业务。

根据南昌市关于办理 “居住
登记”的规定，非本市户籍人员在
本市生活居住的， 以及本市户籍
人员中户籍在城区至县区居住
的、户籍在县区至城区居住的、户
籍在县区跨县至其他县区居住的
人员可以申请网上居住登记办理

业务。 申请人只要登录南昌市公
安局门户网站， 注册或登录已有
账号后， 便可办理流动人口居住
登记业务， 业务办结后申请人会
收到办结通知。

“这大大节省了多次跑腿的
时间， 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南昌的
户籍制度改革。”南昌市公安局户
政支队负责人介绍，目前，江西全
省都已实行居住证制度，推进居住
证制度覆盖全部未落户城镇常住
人口，保障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
享有国家规定的基本公共服务。

南昌：居住证业务可在网上办理

中国科技成果“井喷”令世界瞩目

石头， 对于贵州省黔西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人们而言，再
熟悉不过了。 由于地处黔滇桂石
漠化连片贫困区腹地， 这里的山
是石头山、路是石头路、甚至有些
村民的房子都是用大小不一的石
头垒起来的……

石头淹没了这里的一切。
“这样的路没走过吧？” 晴隆

县茶马镇党委书记袁力嘿嘿地笑
着说。

眼前的景象让记者震惊： 漫
山遍野都是白花花的石头， 哪里
有路可言？ 分明就是 “地上长出
了石头刺”， 而要去茶马镇茶际
村一组， 必须踩着这样的 “石头
刺” 走过。

记者小心翼翼， 袁力却背起
双手， 潇洒地 “点石” 而过， 像
在自家的自留地里遛弯儿一样。
袁力说， 他在乡镇工作了11年，
这样的路早就走习惯了。

茶际村一组是一个“困”在石
头中的苗族寨子， 已经纳入当地
整体搬迁计划。

“等明年他们搬了，这条路我
也不用再走了。”袁力突然停了下
来， 蹲在路边的石头缝里摸着什
么，突然，手一伸，变出了几颗白
色的野草莓。“尝尝， 我们这里叫
‘白地萢’，可好吃了。”

说话间，身后传来阵阵铃声，
一位苗族妇女赶着一群山羊上来
了。记者赶忙拿起相机按下快门。

“我给你的照片起个名字吧，
就叫‘石头缝里的牧羊人’。”袁力
笑呵呵地说，“石头多，咱不怕，种
不了庄稼咱就种草养羊， 只要能
脱贫、能挣钱，啥路咱都能走。”

如今， “晴隆羊” 已经成为
当地的一张名片， 全县存栏量超
过50万只。

就这样踩着 “石头刺” 走了
1个多小时， 终于听到了鸡鸣犬
吠， 住着46户苗族贫困群众的茶
际村一组逐渐映入眼帘： 牛粪遍
地的小山村 ， 没有一条像样的
路 ， 一 些 茅 草 房 歪 歪 扭 扭 地
“挺 ” 着……由于石漠化严重 ，
即使是巴掌大的一块地， 村民也
要种上一株 “孤零零” 的玉米。

“像这样的村子，如果我们不
来，谁还会来？”袁力一边和村民
们热情地打着招呼， 一边和记者
说：“为了让大家安心搬出大山，
基层干部得面对面、 一遍遍和村
民们算搬迁账、未来发展账，不然
大家凭什么相信你？”

袁力说，老百姓的信任，是靠
在石头山上一步一步踩出来的。

干部们在石头上飞奔， 村民

们也跟着在石头上使劲儿， 石头
上架起了脱贫致富“连心桥”。

5月， 地处清水江河谷的贞
丰县鲁容乡纳翁村上傍组已是潮
湿闷热， 别说是干活， 走一会儿
山路汗水就浸透了衣背。

正午时分， 记者见到上傍组
布依族妇女班良英时吓了一跳，
59岁的她正在几乎垂直的峭壁上
给玉米施肥。

见到记者和她打招呼， 一手
拿着草帽、 一手拿着肥料的她小
心翼翼地踩着石头向上爬， 就在
快到路边时，脚下一滑，一个趔趄
差点滑到山下。

“没得事， 幸亏有这些石头，
不然这坡坡上怎么站得住人嘛！”
班良英笑着说。

严重石漠化加上地处河谷地
带，全村几乎没有可耕种的土地，
不少村民不得不在坡度极大的
“悬崖峭壁”上耕种谋生。抬头环
视四周， 记者发现陡峭的山体上
竟被当地村民种上了一片又一片
整齐的玉米。

“其实不差这两口苞谷，但大
家都忙，咱也不能闲着啊！”班良
英说， 她的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山
东打工，一年能挣几万元，家里喂
猪养鸡， 政府每年还给几千元的
补助。“明年我们还要搬到县里去
住嘞！”

班良英说， 别看是在山坡上
干活， 只要脚踩着石头， 心里就
踏实。

看着眼前在乱石山上嬉戏打
闹的骆洪飞和骆金林兄弟俩， 记
者感到又好笑又心酸———好笑的
是， 在这荒山上， 几个成年人显
得笨手笨脚， 还不如5年级的孩
子； 心酸的是， 两个孩子不知道
在这条路上跑了多少遍， 如今才
能如履平地。

两兄弟住在兴义市泥凼镇老
寨村， 他们就读的梨树小学远在
8公里以外 ， 全校170多个学生
中， 他俩家离学校最远。

8公里， 对于平原地区或许
不算远， 但在这里却意味着要翻
过两座 “无路可走” 的乱石山。

记者在兄弟俩的带领下上了
山，碰巧赶上下雨，光滑的石头和
稀泥混在一起， 每一步感觉都像
是在石头上“漂移”；山上的荆棘
和野草不断从身边划过， 稍不留
神身上就多了一道血痕……看着
满山的石头， 如果没有两兄弟带
路，记者根本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但对乡村的孩子来说， 艰险
的乱石山反而成了童年的乐园：
遇到 “地牯牛”， 可以趴在地上

吹半天； 遇到大石头， 就像猴子
一样爬上爬下； 山里的野果成了
他们最好的零食， 路边的仙人掌
成了他们手里的玩具……

“我们从7岁就开始走这条路
了， 现在闭着眼都能走。” 骆金
林说， 他们平时住校， 周五下午
回家， 周一天不亮就要起床往学
校赶。

看着乱石和密林， 记者不敢
去想两个孤独的孩子顶风冒雨走
这条路时的情景， 更不敢想这两
个孩子如何走过这好几年！

令人欣慰的是， 从2015年开
始， 孩子们的回家路上多了一个
伴儿———小花老师。

“小花老师” 名叫罗忠花，今
年26岁， 在浙江读完大学后回到
家乡， 成为兴义市泥凼镇梨树小
学的一名乡村教师， 孩子们都亲
切地喊她“小花老师”。

她说： “毕业后也想过留在
浙江， 但每次看到家乡这些孩子
们依赖的眼神 ， 就觉得很被需
要， 就想着一定要把这些孩子都
带出来。”

和很多女孩一样， 小花老师
也爱美， 经常穿着一双5公分厚
的 “松糕鞋”。 穿着这双鞋， 她
几乎陪孩子们爬遍了附近的山、
走遍了 “奇形怪状” 的山路。

记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 又湿又滑的乱石山上， 小花
老师穿着那双松糕鞋如同跳舞一
般轻盈而过。 “这种山路你不能
使劲儿踩着， 越使劲儿越容易滑
倒， 要轻轻地点着走。”

一起走在山路上， 小花老师
和记者开玩笑 ： “每次看朋友
圈 ， 同学们在大城市越来越时
髦， 我在大山里却越来越壮实，
但教育可能是阻断代际贫困的唯
一途径， 只有把孩子们教好、 陪
好， 他们才有能力走出大山， 看
看外面的世界。”

“陪着孩子们在山路上每走
一步， 离我的愿望可能就更近
一点 。 ” 小花老师说 ， 她希望
这是最后一代在石头路上求学
的孩子。

图为在晴隆县茶马镇通往茶
际村一组的山路上， 一名妇女在
“石头缝里” 放羊 （5月16日摄）。
如今， “晴隆羊” 已经成为当地
的一张名片， 全县存栏量超过50
万只。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