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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迪 杜伟

大理州儿童福利院通过“养育+
医治+教育”的全方位呵护，为特殊儿
童重新点燃希望之光，在这个特殊的
大家庭里，有很多用爱书写的故事，
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却充满
了水滴石穿的温柔力量。

“妈妈，妈妈……”一个小女孩儿
正快速地迈着小小的步子，努力地追
赶走在前面的护理员，她伸出小手想
要拿到护理员手中的玩具。在大理州
儿童福利院脑瘫儿童康复训练基地的
Pt 运动室里，快 2 岁的悦悦（化名）正
在和护理员进行康复训练游戏，现在
她能走能跑，和正常孩子一样，而半
年前，她甚至不能站起来。

“她刚来的时候，被诊断为发育迟

缓、双下肢无力，语言认知和社会适
应性发育也比较落后，当时觉得她很
可能无法站立和行走。”2024 年秋天，
悦悦被送到大理州儿童福利院，康复
治疗师为她量身定制了康复训练计
划，之后的每一天，护理员和治疗师
都耐心地引导、陪伴，终于用“爱的魔
法”打败了医学预言。大理市妇幼保
健院儿童康复科主治医师杨萌说：

“刚开始的时候，只要医生和治疗师
一接近，她就哭闹得很厉害，后来慢
慢熟悉了、适应了，才开始配合我们
治疗，现在她的治疗效果比较好，除
了语言认知还有些迟缓，其他都基本
跟上了她这个年龄的发育。”

目前大理州儿童福利院里共有 36
个孩子，基本都是孤残儿童，他们的
日常起居、吃喝拉撒都需要有人 24 小

时照护，这些护理员就是孩子们口中
喊的“妈妈”。48 岁的护理员李晋连
已经在福利院工作了 11 年，最初面对
这些特殊的孩子时，她也不免忐忑与
无措，可是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
中，在见证了许多孩子从瘫痪在床到
可以生活自理的奇迹后，她和孩子
们之间悄然生长出了真挚的情感纽
带，同情渐渐融化成一种血脉般紧密
的羁绊。

“孩子们很可爱，给我带来很多快
乐，他们也懂感恩，会在我生病不舒
服的时候对我说‘妈妈，喝水’。经常
有人跟我说，外面哪里哪里的工资更
高，但是我一点也不羡慕，我觉得能
每天看着这些孩子们开开心心的，身
体越来越健康，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
的人。”说起孩子们的时候，李晋连脸

上洋溢着满足和自豪。
大理州儿童福利院于 2023 年 12

月揭牌成立，主要承担全州孤弃儿童
养育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全院
占地 10.58 亩，总建筑面积 4866.51 平
方米，设供养床位 100 张，院内配备有
儿童居室、美术室、电教室、音体室、
脑瘫儿童康复训练基地等。过去一
年，该院初步建立了“养育、医治、教
育、康复、社会工作”的整体框架，初
步实现了辐射滇西的定位，承接了滇
西 6 州（市）机构内 12 名残疾儿童的集
中养育工作。大理州儿童福利院办公
室工作人员杨瑞祥介绍：“今年我们
新建了医务室，未来还会建立一个新
院，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
全体工作人员都在努力营造一个充满
爱的氛围，让孩子们像回家一样。”

大理州儿童福利院——

用爱重燃生命的希望

本报讯（通 讯 员 赵 玉 梅 ／ 文
王小丹 杨亚萍 崔宁／图） 6 月 1 日，
昆明鸟类协会秘书长、云南大学生态
与环境学院赵雪冰博士带领的科研团
队，在剑湖国家重要湿地开展鸟类调
查时，镜头竟意外捕捉到国内罕见鸟
种的灵动身影——斑翅凤头鹃穿梭于
湿地乔木与灌丛间隙，以灵动的身姿
在交错的枝丫间划出优美弧线。

斑翅凤头鹃堪称中国鸟类版图上
的“神秘客”。根据权威的《中国鸟类
分类与分布名录》（第三版，科学出版
社，2017 年）记载，此前该物种于国内
仅在西藏南部有数笔观测记录。近年
在云南西部、台湾、香港等地有迷鸟记
录。该物种在云南省内首次记录于
2018年9月19 日的德宏州盈江县石梯
村，第二次记录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的
大理州洱海月湿地公园。距该物种上
次在云南的有效记录近 6 年后，此次

剑湖的发现，再次为确认斑翅凤头鹃
在云南的分布提供了有力证据。剑湖
湿地作为我国西部候鸟迁徙通道的核
心枢纽与重要越冬地，此次迎来斑翅
凤头鹃绝非偶然。这种对栖息地类型
选择较为挑剔的鸟类，选择剑湖作为

“驿站”，无疑是对这片湿地生态品质
的认可。

近年来，剑湖湿地管护团队通过
系统性生态修复工程，使湿地面积稳
步扩大至758.79公顷。同时，多部门联
动执法力度持续升级。过去一年，公
安、农业、林草等部门累计出动执法人
员超 600 人次，开展专项行动 70 余次，
清理非法捕捞网具500余件；结合覆盖
式普法宣传，发放宣传资料 13200 余
份，有效提升了公众生态保护意识。
如今，剑湖的鸟类家族已从保护区成
立初期的 156 种壮大至 282 种，其中国
家重点保护鸟类达52种。

“罕见访客”现身高原湖泊

剑湖湿地发现斑翅凤头鹃

一只白鹭在祥云县青海湖湿
地栖息。（摄于6月2日）

近年来，祥云县围绕“国际爱
鸟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中国
植树节”等，多措并举开展生物多
样性保护宣传及执法活动，引导群
众自觉抵制非法猎捕、杀害、交易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违法行为，全
面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通讯员 李树华 摄］

在剑湖湿地发现的斑翅凤头鹃。

绿美大理

□ 通讯员 吴燕

“考务培训是否覆盖全员？保密责
任是否落实到人？”“听力设备调试是否
完成？食堂食材检测有无遗漏？”……
连日来，云龙县纪委监委驻县教育体育
局纪检监察组联合多部门组成专项督
查组，对今年高考组织准备情况和考务
人员履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为确保高考各项工作安全平稳有
序推进，该县纪委监委立足自身职责，
统筹“室组”监督力量，紧盯关键部门、
关键环节、关键人员，深入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卫健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
门，详细了解安全保卫、道路交通、医疗
卫生、食品安全等各项保障工作落实情
况，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
意见和建议，督促有关职能部门立行立
改，全力保障高考顺利有序进行。

近日，云南各地雨水模式持续开
启，为防止出现相关险情影响考生正常
高考，该县纪委监委督促以县应急管理
局牵头的几家单位制定好高考应急管
理工作方案，建立完善与县气象局、县
水务局等部门的汛情联络机制，针对应

急值守、高考期间该县雨情水情汛情进
行会商研判，同时协调县消防部门开展
考点消防安全检查。通过多部门协同
联动、多措并举，全方位筑牢高考安全
防线。

据了解，2025年该县报名参加普通
高考及三校生升高职考生共 623 人，全
县设 1 个考点 23 个考场（含 1 个备用考
场）。该县纪委监委以“考点”为监督核
心，构建“考前预防—考中管控—考后
监督”全周期监督链条。考前，聚焦安
检设施、考务管理、安全保卫等关键领
域，督促教育、公安、卫健等部门压实主
体责任，统筹推进考场布置、道路管控、
静音降噪等工作，对涉考人员、环节实
施“全覆盖、全流程”监督，推动形成齐
抓共管的联防联控格局；考中，通过实
地巡查考点、调阅视频监控、驻点监督
等方式，紧盯考风考纪、考务操作、应急
处置等核心环节，对考务人员履职情况
开展现场督导，对违纪违规行为实行

“零容忍”快查快处；考后，紧盯升学宴、
谢师宴等问题开展廉政排查，督促党员
干部以身作则，做廉洁自律的践行者和
表率者，持之以恒严肃考后党风政风。

云龙县——

强化监督保障 护航阳光高考

□ 通讯员 尹建香

今年以来，永平县市场监管局牢固
树立“校园安全无小事”理念，以“利剑
护蕾”专项行动为抓手，聚焦校园安全、
食品安全、文化安全，持续做好“护校安
园”工作，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取
得显著成效。

重拳出击，净化校园周边环境。聚
焦校园及校园周边经营户，加大检查力
度，严格审查经营户的进货查验、索证
索票、进销货台账等制度落实情况，严
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食品，严把商品质
量关，对全县学校食堂及36户校园周边
食品经营单位进行检查。联合乡镇人
民政府、派出所、烟草专卖局，对校园周
边烟酒零售店、大型商场、酒吧等场所
进行拉网式巡查，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向
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经营场所是否贴有

“未成年人禁止进入”“禁止向未成年人
销售烟酒”等标识，督促经营者严格落
实主体责任。

智慧监管，畅通维权快车道。充分

利用 12315、12345 投诉举报平台，及时
受理学生和家长的各类咨询、投诉和举
报，切实维护学生及家长利益。加大对
不良广告的整治力度，坚决制止并依法
严厉查处发布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的虚假违法广告，结合企业信用体系建
设，将制作、发布虚假违法广告的行为
纳入广告经营者的不良信用记录，形成

“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监管格局。
全民共治，织密成长防护网。结合

“3·15”消费者维权日、“食品安全周”等
重要时间节点，积极开展普法进校园、
进市场、进村组等活动，向未成年人及
人民群众宣传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和
禁毒知识，提高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
的意识。充分利用微信工作群等平台
广泛宣传，提升各商户对未成年人保
护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重点针对校园
周边零售摊点、小型超市、餐饮等进行
宣传，督促引导各经营户提高未成年人
保护意识及诚信经营意识，为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创造更加优质的市场环境和
社会环境。

永平县——

筑牢校园“安全网”护航青春“成长路”

弥渡县党员志愿者正在“三支一扶”大理考区弥渡考点周边区域进行通信电力
保障工作。（摄于5月24日）

当日，云南省2025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考试正在进行，弥渡县工
业信息和商务科技党工委组织县移动公司、县电信公司等单位组成的党员志愿者队
伍在大理考区弥渡考点周边区域开展通信电力保障工作，全方位调试设备，强化巡
检排查，确保考试期间相关点位及周边区域通信信号流畅、基站运行正常、电力安全
稳定，为考生提供良好的考试环境。 ［通讯员 刘璐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