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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维修行业企业及相关危
废经营单位：

根据《珲春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珲春市机动车维修

行业危险废物专项整治工作方

案的通知》要求，经研究决定，开

展专项整治工作。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汽修行业危险废物包

括：废发动机油、制动器油、自动

变速箱油、齿轮油等废润滑油；

废防冻液、废油漆、废油漆渣、废

石棉刹车片、废机油格、废机油

桶、废过滤棉、废过滤毡、废活性

炭、废铅酸蓄电池等。

二、整治时间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三、整治内容

一是按要求办理环评审批

手续及相应的经营许可证，并建

立健全危险废物管理制度。二

是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管理台

账。包括各危险废物种类、数

量、委托处置去向等信息。三是

建设危废贮存间，并做防渗漏处

理，配备泄漏液体收集装置；设

置规范的危险废物标识标牌。

四是产生的危险废物应进行分

类，并交由有相经营资质的单位

进行处置；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

移联单制度。五是汽修行业危

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具有相应类

别危险废物经营资质，并严格按

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规定从

事经营活动，严禁擅自超许可规

模、超经营范围。六是定期开展

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和安全应急

培训，熟练掌握事故应对技能及

熟悉相关管理制度。七是对环

境违法行为，情节轻微的，限期

整改；逾期不整改的将依法立案

查处；严重污染环境涉嫌犯罪的

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请各经营单位大力支持并

积极配合此次专项整治，认真对

照内容加紧整改，进一步规范经

营行为，为建设美丽珲春贡献力

量。

延边州生态环境局珲春市
分局

珲春市交通运输局
珲春市公安局
2022年2月15日

致全市机动车维修业及
危废经营单位的一封信

洛扎在哪里？

在地图上，它位于祖国最西南

的末端，与不丹王国接壤，被认为

是镶嵌在群山沟壑里的一片秘境，

隶属西藏山南市。

洛扎 ，藏语意为“南方大悬

崖”。正如其意，曾经通往这里的

道路“猿猱欲度愁攀援”，驱车穿行

挂在悬崖之上的绝壁道路不免心

生惊悚。

如今，平坦的柏油路覆盖全

域，色彩斑斓的边境小康村如同一

幅幅美丽的画。一个生机勃勃的

边陲小城崛起在喜马拉雅深山中，

奋力迈步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从“悬崖之上”到大路朝
天

过去，洛扎是一个极难抵达的

地方。距拉萨不到 300 公里，驱车

却需要十几个小时。不少路段汽

车贴着崖边走，甚至和摩托车也无

法错车。“冬天是冰雪，夏天是泥

巴”，蜿蜒在深山峡谷间的崎岖山

路，是许多驾驶员的梦魇。

“以前路不好，从县上到市里，

头都转晕了，还没到达。”洛扎县嘎

波社区扎麦村村民达瓦次仁告诉

记者。“那时走山路都是提心吊胆

的，何况冬天下了雪后再翻山，跟

走鬼门关没什么区别。”

洛扎县还曾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嫁人不嫁拉郊人”。这话深藏

人们的无奈和心酸。

拉郊，藏语意为“山的背面”，

距离洛扎县城百余公里。崇山峻

岭，千沟万壑，多雨天让拉郊乡成

为“藏起来的地方”，严重制约了群

众的生产生活。

“拉郊一年有日照的时间仅70

天左右，土地长不出一粒青稞，以

前不通路，只能翻山走路七八个小

时去附近乡镇买生活用品。”拉郊

乡拉郊村村委会主任扎西桑珠说，

赶着牦牛翻山驮粮食，遇上大的雨

雪天气道路难行，就只好把物资放

在一个地方等天晴了再来取。

“洛扎要发展，首先就是要修

路”，这是洛扎县干部群众普遍而

坚定的共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加

强边境地区建设，采取特殊支持政

策，帮助边境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

件、解决后顾之忧，洛扎县交通建

设迎来了大发展——

盘山路中最惊险的大拐弯一

个个被驯服，一段段峭壁公路被隧

道取代，曾经连四级公路标准都达

不到的县城主干道宽度由4米拓展

为7.5米。新华社记者2017年进拉

郊时的绝壁土路，已经拓宽成了水

泥路……

相比“十二五”时期全县乡镇

道路通畅率只有42.85%、建制村通

畅率只有22.22%，目前洛扎县已实

现“村村通柏油路”，建制村通畅率

达100%。

天堑终变通途。如今，从洛扎

县城到拉萨，驱车只需 5 个多小

时。大路朝天，洛扎人民进出大山

更加便捷安全。

扎麦村村民次仁曲珍说：“以

前路太险了，丈夫出去个十天半

月，我都睡不踏实。后来索性就不

出去了。现在路好了，他开始在山

南、拉萨等地揽活，收入也上来

了。”

“2006 年村里有了第一辆汽

车，但因为路不通，只能停到山

下。现在路通到了家门口，村里小

汽车有30多辆、货车15辆，生活大

变样！”扎西桑珠介绍，“如今，我们

拉郊村成了人人向往的地方，有了

很多外地嫁来的媳妇哩！”

秘境之地的新生

道路越修越好，越修越密，洛

扎县的面貌也越来越现代。

“交通运输条件好了，各类材

料运输成本大大降低，重型装载机

也能开进来，这又加快了洛扎的建

设速度。”洛扎县交通运输局工作

人员扎西罗布说。

驱车沿 219 国道驶进县城时，

公路旁一排排整齐坐落的崭新藏

式楼房引人注目。楼房窗明几净，

外墙红白砖瓦相衬，阳光洒在房屋

窗户上射出闪闪金光。

走进达瓦次仁家中，目及之处

都是新的。新的桌柜、新的电视、

新的冰箱……连达瓦次仁的精神

面貌都焕然一新。

“以前没有的，现在有了；以前

有的，现在更好了。160 平方米的

新房子，大头是政府补贴，我们掏

了不到10万元。”达瓦次仁意味深

长地说，搬了新家，“心里的包袱”

也就扔下了。

新扎麦村由洛扎雄曲河北岸

搬迁而来，河对面破败的旧房子不

久后就会被拆除，但村民脑海中沉

痛的记忆却难以忘怀。

扎麦 ，藏语意为“悬崖的下

面”。坐落在巍巍山峦之下的旧扎

麦村，高悬头顶的大大小小的石头

不知何时会落下，村民深受其扰，

危情数不胜数。

“感谢党的好政策。”达瓦次仁

说，“这么多年，就搬到新家的这 4

个月睡得踏实，今年过年心境也大

变。”

一河之隔，两种心境，正是洛

扎县发展巨变的生动写照。如今，

洛扎县已全面完成边境小康村建

设，农牧民群众住房生活条件实现

新的飞跃。

记者在拉郊村看到，崭新的边

境小康村新房依山而建，村里的年

轻人都能熟练使用微信和抖音。

走进嘎玛曲达家的“洛荣家庭旅

馆”，窗明几净的客房内，阳光透过

玻璃洒满房间。家里还开设了台

球室、KTV包房、茶室等。

“你看这冲水马桶、空调，都是

新装的，别看我们这里偏远，城里

有的我们这儿也有。村里已经开

了9家家庭旅馆。”勤快能干的女主

人普布宗吉，2012年从邻近的地方

嫁到了拉郊村，对于未来的生活满

怀憧憬。“现在，我们家一年的收入

超过20万元了。”

“以前生活比较穷，就期盼着

过年能添置一件新衣服，米饭往往

是过年时候才能吃上。”从拉郊村

考入上海师范大学的白玛次珍，对

洛扎之变印象深刻，“现在网络连

入了村里，边境小村也进入了发展

快车道。”

行走洛扎，记者看到创立藏药

材公司的大学毕业生古桑多吉坚

毅的目光；看到在中粮集团援藏项

目帮助下，当地设立的西藏唯一一

家养虫喂鸡模式藏鸡养殖企业探

索循环农业的创新实践；看到边境

旅游带动下家庭旅馆“处处开花”

的勃勃生机……

“得益于国家的强边工作，洛

扎这片秘境之地，正迎来发展的黄

金时代。我们将加快发展，努力为

边境地区乡村振兴探索一条新

路。”洛扎县委书记赵天武说。

坚守是崛起的底色

海拔4300多米的拉郊乡杰罗布

村，格外寒冷，夜晚最低气温达到零

下30℃。皑皑白雪把连绵山脉裹得

严严实实，积雪厚处有半人高。

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偏僻村

落，曾经鲜有人至，牦牛和马艰难

踏出了一条通行的羊肠小道。

2011年，通往杰罗布的车道勉

强修通，但从县城到这里，短短150

公里的路程开车至少需要9小时，

依山而建的路，一侧峭壁陡立，另

一侧万丈深渊。

但就是在这极高极寒极苦之

地，却有一群人放牧护林，十多年

如一日守护祖国的一草一木。

今年 39 岁的杰罗布村村委会

主任达娃央宗，个头不高，健硕干

练，是个“女汉子”。2008年她便跟

随二哥来到这里放牧守边。

十多年来，艰苦恶劣的环境让

达娃央宗吃了不少苦头，丈夫实在

坚持不住，2014 年与她离婚，远走

他乡。

夏天的杰罗布阴雨连绵，她带

领巡逻队员穿梭在原始森林中，一

走就是十多天。冬天，他们顶风冒

雪巡边，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山上

前行，雪崩等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从父辈开始我们就一直守在

这里，有人劝我趁年轻出去打工挣

钱，但我觉得卫国戍边更有意义。”

2003年，达娃央宗的大哥在回拉郊

乡途中遭遇雪崩不幸去世，遗体直

到来年冰雪融化才找到。

大哥的遇难成为她心头永远

的痛。为了接续大哥的遗志，达娃

央宗立誓要坚守在这里。她说：

“家在这儿，我们愿意一辈子待在

这里。”

2016年，经西藏自治区民政厅

批准，正式成立拉郊乡杰罗布村。

如今，杰罗布村从 20 世纪 90 年代

的 2 户 4 人，发展到了 27 户 86 人，

他们用脚步丈量着边境线。

曾经这里不通水、电，村民住的

是帐篷。如今，杰罗布边境小康示范

村建成，群众搬入新居，拉郊乡通往

杰罗布村的柏油路竣工通车。

记者偶遇踏着大雪前往杰罗

布村维修电网的技术员嘎玛扎

西。他说：“守边不易，需要每一个

人贡献力量。”

发展快车给边民带来的实惠，

看得见、摸得着。2021 年，拉郊乡

人均纯收入达 2.4 万余元，吸引了

更多人来到边陲。

50岁的郭振立是青海西宁人，

2008 年在紧邻拉郊乡的生格乡与

藏族姑娘边巴卓玛喜结连理，并把

家安在了生格乡。2021年，郭振立

家主动报名搬迁到拉郊乡杰罗布

村。“现在国家的边境政策好，我们

已做好了长期放牧守边的准备。”

他说。

新春期间，拉郊边境派出所的

易建、龚正茂两人在杰罗布村某执

勤点值守。“大雪封山前，我们进入

执勤点，要到3月份解封后才能出

来。”易建说。

2018 年起，西藏开始实施以

“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

者”为主题的乡村振兴战略，将边

民脱贫致富和守边固边相结合，着

力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

板，加快边境地区发展。

洛扎，在新时代迎来发展的春

天，而坚守是其永不褪去的底色。

因为，“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新华社拉萨2月15日电

新华社北京 2月 15日电 15

日，中国选手苏翊鸣夺得北京冬奥

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金牌，这是

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

的第六枚金牌。截至目前，中国代

表团本届冬奥会获得6金4银2铜

共12枚奖牌，金牌数和奖牌数均创

历史新高。此前中国代表团的最

佳战绩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

的5金2银4铜。

⇑2月14日拍摄的鳌山滑雪场（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陕西省雪上运动场馆建设水平稳步增长，群众参与滑雪运动热情提高。位于秦岭鳌

山脚下的陕西太白县鳌山滑雪场，凭借良好的环境和雪道设施吸引了众多游客和滑雪爱好者。为

满足省内外旺盛客流的需求，滑雪场还开设了夜场。今年春节期间，鳌山滑雪场客流量较去年同

期增长约50%。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行走洛扎秘境：看！喜马拉雅深处的巨变
新华社记者 张京品 王泽昊 陈尚才

中国代表团获冬奥历史最佳战绩

15 日，17 岁小将苏

翊鸣在北京冬奥会单板

滑雪男子大跳台比赛中

夺得金牌。在电视机前

挥舞着国旗观看比赛的

何玲说：“苏翊鸣从小就

想当单板王，想当奥运

冠军，他实现了自己的

梦想！”

提起自己的学生苏

翊鸣，何玲的脸上总是

洋溢着笑容。何玲是苏

翊鸣的小学班主任。苏

翊鸣出生于吉林省吉林

市，曾就读于吉林市万

达实验小学校。从4岁

开始学习滑雪的苏翊鸣

是一个特别的学生，坚

持学习的同时，也要坚

持训练。

“苏翊鸣专注力很

强，所以总能用最快的

速度把课补回来。”何玲

说 ，“ 考 试 总 能 得 100

分，数学、语文，特别是

英语成绩都很好，多次

被评为‘三好学生’。”

何玲回忆，有一年

的运动会，学校第一次

对三年级同学开设 800

米跑项目，很多孩子在

报名的时候都有点怵。

“但苏翊鸣却是班级里

第一个举手报名的孩

子，他当时特别坚定地

跟我保证，他一定能跑

下来，一定能取得好名

次。自此以后他每天积

极训练，真的跑了第一

名。”何玲说。

敢于争先，从苏翊

鸣的小学一直延伸到了

冬奥赛场。在北京冬奥

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

赛中，17岁的苏翊鸣勇夺银牌，创

造了中国选手在男子单板项目上

的冬奥历史最佳成绩。虽然裁判

打分在社交媒体上引起

争议，苏翊鸣却在赛后

表示，能拿到这个分数

已经很开心了。

何玲说，这并不意

外。“各方面都很优秀，

但苏翊鸣从不骄傲，保

持谦逊的态度，经常与

同学们分享运动技巧。”

她说。

让何玲印象深刻的

是苏翊鸣不怕苦的精

神。因为他从小热爱运

动，有一次在操场运动

时受了伤，何玲很担心，

苏翊鸣却嘿嘿一笑，对

何玲说：“老师，你看我

的血红不红？”

后 来 的 苏 翊 鸣 成

长为专业的运动员，在

国 际 舞 台 上 崭 露 头

角。“有时候他会回母

校看望老师和学弟、学

妹们，我虽然很高兴，

但我知道那一定是因

为 他 受 伤 了 才 有 时

间。”何玲说，“他在坚

持他热爱的，他每次比

赛前，我对他强调最多

的就是，注意安全。”

三周偏轴转体1620

度、反脚外转五周 1800

度……何玲虽然并不能

完全说出这些动作，但

她清楚，苏翊鸣在为中

国单板滑雪创造历史。

“他的故事一直在学校

流传，很多学生都开始

爱上冰雪运动，想跟学

长苏翊鸣一样登上奥运

会的赛场。”何玲说。

“唯一的缺点啊，大

概就是太黑了！”何玲笑

着说，“夏天玩水，冬天滑雪，一年

到头皮肤都黑黑的，我想这是他唯

一的缺点了。”

新华社长春2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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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的北京冬奥会女子单板

滑雪大跳台资格赛中，荣格曾在第

三轮中跳出一个力挽狂澜般的反

脚外转两周偏轴转体后空翻，并凭

此 拿 到 了 决 赛 入 场

券。

动作结束后，她

伸出双臂庆祝，却因

太过兴奋而没能控制

好速度，一个跟头翻

出了围栏，消失在镜

头中。

再出现，她从地

上爬起来，双手捂脸，

略带害羞地把头埋在

了围栏上的积雪里。

这个懵懂可爱的中国

小姑娘给现场所有观

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事实上，这是这

位19岁小将第一次踏

上冬奥会赛场，也是

她翻越人生“围栏”的

一次重要旅程。

荣格在资格赛赛

后采访中透露，自己

在比赛前几乎设想过

所有情况：“任何一个

动作都有可能失误，

我 总 是 在 第 一 跳 失

利，然后压力很大，接

着就会影响后面的比

赛。”

而墨菲定律，又

好像总是会在关键时

刻应验。

决赛日，第一跳。

似乎是为了打破

某种无形的桎梏，荣

格一上来就挑战了一

组自己在大赛中做过

的最高难度动作——

外 转 两 周 偏 轴 转 体

1080度抓板。

起跳、腾空。落

地的一瞬间，她失去

了重心，上半身触地。

不一会，分数出现在了大屏幕

上：29分。

全场惋惜。她冲着镜头竖起

了大拇指，为自己打气。

第二跳，一模一样的动作，再

次挑战。

根据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

的规则，最终成绩由三跳中分数较

高的两跳相加得出，而这两跳动作

必须不同。于是，这完全一样的一

跳，意味着她彻底放弃了第一轮的

成绩，回到起点，一切重新开始。

和教练佐藤击掌后，她开始加

速俯冲。吸取了第一

跳的教训，这一次，荣

格滑得更快也飞得更

高，给自己留出了更

久的腾空时间。

动作完整，落地

轻 盈 ，挑 战 成 功 ！

85.75分，全场第四。

“我当时想，反正

已经进了决赛，我既

然代表中国参加冬奥

会，就想让世界看到

中国运动员也能做到

这样高难度的动作。”

第三跳，荣格以

一个优秀的 900 度空

翻 转 体 动 作 获 得 了

74.25 分 ，以 总 成 绩

160.00 分为中国队拿

到第五名的历史最好

成绩。

站在第一次冬奥

旅程的终点，这位小

将回顾了过往两周的

经历，总结出自己最

大的收获：“以前做不

好动作的时候总是会

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但这次冬奥会有在学

调整心态，好好享受、

放开玩。”

虽然最终没能站

上领奖台，但仍有一

些极为珍贵的东西，

让这个还没受到太多

关注的小女孩在赛场

上闪闪发光。

突 破 内 心 的 藩

篱 ，挑 战 自 我 的 极

限 。 翻 越 那 道“ 围

栏”，去尝试，去挑战，

去恣意挥洒，享受腾

空的每一个瞬间。对

于一个19岁的孩子来说，没有什么

比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更令人

艳羡。

“我很满意这次自己的表现，

没有遗憾。我还年轻，以后还有很

多机会。”比赛结束，在拥挤的混采

区里，那个曾经预想过每一种失败

的女孩自信地说。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新
华
社
记
者

高
萌

赵
建
通

董
意
行

马
锴

荣
格
：
那
个
翻
出
围
栏
的
女
孩

新华社昆明2月 15日电（记

者 浦超）云南省麻栗坡县 2 月 12

日发生疫情。连日来，当地生活物

资有没有保障？物价怎么样？记

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在县城中心的好鲜生执手生

活超市，工作人员在出入口对进出

人员进行认真检查和消毒，群众有

序拉开距离排队等候。超市内货

物琳琅满目，生活物资和日用品应

有尽有。“超市的蔬菜、肉类品种丰

富，价格和平时差不多。”正在挑选

蔬菜的市民张召香说，这两天超市

里物资充足，想买的东西都能买

到。

超市负责人郑成俊说，疫情发

生后，超市加大蔬菜采购力度，供

应量比此前增加了许多。每天上

午购买高峰期，超市增加工作人员

在蔬菜、肉类区域引导群众有序分

散选购。目前超市的蔬菜、肉类和

米面粮油供应充足，不会因疫情涨

价。

麻栗坡县丰惠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县城里 4 个超市、2 个商

场的蔬菜供应。疫情发生以来，该

公司已3次供应蔬菜，每次供应量

都超过1000公斤。该公司董事长

陈裕锋说，基地里种植的蔬菜充

足，后续供应没问题。

疫情发生后，麻栗坡县划分为

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防范区

实行“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人

员聚集”，超市、药店等必需的商业

场所在严格扫码、测量体温、佩戴口

罩、查验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结

果、人员限流等前提下继续开放。

和超市、农贸市场一样，药店、

银行、服装店、小卖部都正常营业，

群众按规范防疫规程有序进入。

药店里，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物资

充足。正在药店购买口罩的市民

何宝泽说：“开始担心买不到口罩，

进店后发现口罩充足，其他药物也

齐全。”

“我们按统一调配原则，做好

生活物资保障。”麻栗坡县工信商

务局副局长陆子龙。

云南麻栗坡：生活物资供应充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