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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人施工时为人施工时为““抄近道抄近道””
竟拦腰竟拦腰““斩断斩断””明长城明长城

山西朔州右玉县境内著名的三
十二长城是明长城的一段，其得名
于明长城进入右玉境内的第三十二
个烽火台。现存较完整的边墙和烽
火台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因雄浑
辽阔的古代边塞风情闻名遐迩，具
有重要的保护和研究价值。

然而近日，右玉县公安局指挥中

心接到报警称，杨千河乡境内的三十
二长城被人挖开一个缺口。经查，犯
罪嫌疑人郑某和王某在附近施工时，
为节省路程，用挖掘机将明长城原有
豁口挖成一个大缺口，以便挖掘机通
行，对明长城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
拘留。 （来源：文博山西）

@xfcao：无知啊！就为抄个近
路，痛心。

@Yuri Gagarin：所谓“自毁长
城”，无过于此。

@似是离人泪：是不是不知道是
文物，以为是道土墙？

@小粉快跑-：泥土墙真的一点
都不像文物……

@吴妈的吃货人生：当地不巡逻
的吗？

@定吉最近有点忙：山西很多古

建都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楚一：作为一个山西晋中人，山

西的不可移动文物众多，且很多位于
交通不便之地，急需加大保护和修复。

@商璟：宁夏这边也有很多长城
被挖出口子通路，有些地方的城墙
和烽火台被人挖去盖房子或者打炉
子了。

@秦--哲：如果惩罚不能使他
们付出代价，那么剩下的人必然争
相效仿。

明长城竟被如此简单粗暴地破
坏，令人震惊。曾有报道称，多年来，
沿边村民耕地建房直接从长城拔砖
取土，道路截断穿行墙体……都对长
城造成了毁灭性破坏。可是，长城线
很长，保护工作很多时候也力不从

心。甚至很多人都没有文保观念，更
何谈行动自觉？由此，仅凭人们的自
觉意识，追究个人责任，恐怕远远不
够。有关文保部门要总结反思，做好
维护投入、管理安全、教育宣传等方
方面面上。

““雷暴哮喘雷暴哮喘””引发就诊高峰引发就诊高峰
治沙首选蒿草是否有代替治沙首选蒿草是否有代替？？

“请相关部门好好治理蒿草吧！”
近日，在各大社交平台，内蒙古呼和
浩特不少网友发出了这样的呼吁。

据了解，呼和浩特蒿草比较多，
每年7月中旬至9月底是呼和浩特
市蒿草花粉浓度最高的季节，也正
是“雷暴哮喘”的高发季节。最近，
内蒙古呼和浩特一些医院门急诊病

人增加，其中很多是哮喘患者。不
少患者表示，9月2日傍晚雷雨天气
后，开始出现哮喘症状。9月3日，
记者从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了
解到，医院急诊科患者人数增多与
雨后花粉浓度过高引起的“雷暴哮
喘”有关。

（来源：极目新闻）

@Rachelyu：我就对蒿属类植物
过敏，高中那会儿夏天一个喷嚏接
一个喷嚏的，去医院扎针筛查过敏
源，就是那玩意过敏。好在后来毕
业离开了那个环境，就再也没复发
过。

@lily_szp：主要是沙蒿还在种。
@暗夜未央 0611：当初为了治

理沙尘暴，从国外引进蒿草，这种植
物随风就到处疯长，防风固沙的效

果很好，但是容易引起过敏性鼻炎
和过敏性哮喘。由于植物的不断繁
殖，本地人得病的也越来越多，尤其
是儿童，希望国家重视，让我们本地
的孩子也能健康长大吧！

@麦芽疼_30325：可以换草吗？
@苏淳小如绵见：已经不只是

当地的问题了，辽宁也深受其害。
@二米以内：这个花粉戴口罩

有用吗？

据报道，过敏原可以确认是黄
花蒿。蒿属植物是当地治沙的“功
臣”，那么一边要治沙，一边要治过
敏，则一头要种沙蒿，另一头要拔沙
蒿，似乎陷入了两难境地。难道饱

受过敏困扰的当地民众只能接受这
种现状？是否有其他更好的代替植
物？应当在依据科学原则上及早作
出应对。人与环境如何和谐共处，
越来越成为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

全校共99名学生，新学期开学一年级仅3人

乡村小学人越来越少，怎么办？

“同学们，这学期我们班迎来了一年
级的3名新同学，除了语文、数学课之
外，其他课程他们将跟我们一起上……”
9月1日上午9点左右，镇江市丹徒区江
心实验学校二年级班主任吴进对着教室
里的学生们讲起了开学后班级里出现的
新变化。

这是江心洲上唯一一所学校。江心
洲地理位置特殊，长江冲积而成的沙洲，
四面环江。目前，岛上常住人口约3500
人，进出的交通方式只能靠汽渡。

位置偏僻是“硬伤”。3月底记者采
访时，全校还有114名学生，28名老师，
彼时校方担忧新学期开学，新生人数可
能只有两三人。如今担忧成真，一年级
新生报名共3人，全校学生人数减至99
人。

另一方面教师也在流动。“今年我们
学校有两名老师调走了，又来了一名老
师，现在27名老师要应对9个年级的课
程。”江心实验学校校长李春新坦言，过
完年由于达到退休年龄，还将减少2名
老师。考虑到实际教学，一二年级共用
一个教室，部分课程合并教学。

（来源：现代快报）

@摔跤橙子：咋考都是前三名。
@蜗牛慢慢：一对一教学呀，这

不得让一个班五十几个的那些学生
羡慕得流口水呀。

@興雲野鹤：班级人数这么少，
想开个小差都不容易，更不用说逃
课了。

@长安一片月：这些坚守的老
师令人钦敬！

@虎哥佛妹：我小时候，计划生
育刚刚开始，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两
个年级共用一个教室，一个老师。
所以我一年级就“提前”学了二年级
的内容。

@半糖微语录：岛上的居民变
少了，入学的孩子也就不多了。

@半吨搞笑配音：一般这种情
况都是合并。

@杨兴胜：随着出生人口的持
续下降，以后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
也会陆续出现。

@李树源：在撤并乡村学校时
必须充分听取村民的意见，并综合
考虑乡村生态建设等因素。

@筱柔 MOON：个个都拼尽全
力出来大城市，但大城市的学位奇缺。

这所坐落在岛上的乡村小学，可能是一个个例，但是乡村小学、小学教学点不断萎缩，却是
一个可见的趋势。此前也有媒体报道过，广东湛江一所学校新学年开学，一个年级只有1名学
生，全校只有7名学生。

随着我国“少子化”加“城镇化”的人口趋势，如何因地制宜办学成为一大课题。这不应该是
个简单的一刀切盲目撤并这些学校和教学点的操作。很多情况下，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
适龄孩子需要就近入学，那么这样的小学就应当留下，这也是留住乡村教育之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