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欢

“姑娘，这是你的眼镜吗？”成都普瑞眼科

医院视光专科副主任医师杨英的问题引起了

《工人日报》记者的注意，她对面的女孩叫罗

洪呷呷么，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

螺髻山高中的一名高二学生，眼镜鼻托已有

断裂痕迹。罗洪呷呷么告诉记者，眼镜的原

主人是她姐姐，“刚上初中就发现自己近视

了，但一直没配镜，到初三时完全看不清黑

板，拿了姐姐的旧眼镜来戴。”罗洪呷呷么近

视度数已接近 500度，而眼镜度数仅有 300度

左右。

近日，记者在普格县各学校走访时发现，

很多农村青少年近视了但未配镜，有眼病但

未治疗。

很多同学眯着眼睛看黑板

电脑眼光、眼部检查、插片验光、测量瞳

距、挑选镜架……一系列流程完成后，罗洪呷

呷么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副眼镜，“感觉很

好，眼前的世界终于清晰了。”

此次配镜是完全免费的。今年 4 月，由

普格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与上海普瑞公

益基金会共同发起的“点亮明眸”眼健康公益

行动走进该县，为山区学生进行视力检查，免

费配镜 3774副，在筛查中发现 72名学生患有

眼疾并达到手术指征，后续将为有意愿的困

境学生提供手术救助。

普格县很多学生因此戴上了适合自己的

第一副眼镜。特补小学老师木尔日窝告诉记

者，他们事先为全校 1000多名学生进行了视

力筛查，发现 84 个学生已经近视，而这 84 人

中只有 5人平时戴眼镜。“之前很多同学都眯

着眼睛看黑板，这次统一为有需要的学生免

费配镜，学生及家长都很开心。”

普格县位于凉山州东南部，农村人口占

比超 90％。上海普瑞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晏

和淘向记者介绍，该县义务教育学校及普通

高中学校 52所，学生人数 5万余人，因当地眼

科医疗条件有限，除近视外，一些学生患有斜

视、白内障等其他眼疾病，也没能得到应有的

重视及治疗。

在夹铁镇中心校，3年级 4班的班主任阿

勒尔补告诉记者，班里有两位同学在此次公

益筛查中发现患有白内障。“我们将与当地教

育部门和学生家长商量进行后续救助，提供

全部医疗费用帮他们接受手术。”晏和淘说。

存在认知误区，缺乏眼健康知识

夹铁镇中心校 6年级的阿西莫拉杂双眼

裸眼视力为 4.4，“坐在第一排都看不清黑

板”，是她最直观的感受。她的父母常年在广

州务工，平时她和兄弟姐妹由爷爷奶奶照

顾。“为什么看不清了还不配镜？”面对记者的

提问，阿西莫拉杂回答：“爸妈说，等不上学了

就会变好，戴眼镜会越来越近视。”

“大部分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

没有时间及精力关注孩子的视力问题。”杨英

告诉记者，部分农村父母对于近视知识了解

比较少，有的甚至有认知误区，很多人误认为

儿童近视后越戴眼镜越近视。

除了家长的观念问题，记者跟部分中小

学生交流时了解到，戴还是不戴，学生们有

自己的顾虑。13 岁的曲模日洛现在近视

300 多度，“周围戴眼镜的同学很少，我怕被

大家叫‘四眼仔’。”螺髻山初中初二学生吉

好王拉则是害怕受到家长的指责，“怕他们

责怪我不爱护眼睛，根本不敢告诉爸妈自己

近视了。”

“现在的学生电子产品使用过多，这是导

致他们视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螺髻山初

中的教导主任马桂英说，学生自身的眼保健、

眼健康知识也相对缺乏，不能正确使用自己

的眼睛，导致用眼负担越来越重。

另外，配镜难、配镜贵问题在普格县也较

为突出。记者走访发现，螺髻山镇上的眼镜

店很少，仅有一两家，“学生要想配眼镜，需要

到普格县城或西昌市区。但父母在外务工，

青少年很少有机会去县城配眼镜。”普格县教

体科局办公室副主任梁娥芬告诉记者，在普

格县城及各乡镇的配镜成本，一定程度上比

在西昌市还高，农村学生每副眼镜的验配费

用动辄八九百甚至上千元，负担较重。

孩子们需要的不只是一副眼镜

“坐在倒数第二排看不清黑板”，让 14岁

的阿地莫子作意识到自己已经近视。去年，

她在某电商平台上购买了一副 200度的近视

镜。“我不知道自己的近视度数，就按照商品

的详情页随便测了一下。”阿地莫子作告诉记

者。看不清黑板借同学的眼镜戴，没做过检

查直接在网上买眼镜，眼镜断腿、镜片模糊还

在佩戴……这些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

其实，除近视外，斜视也是常见的青少

年眼病。“斜视会让孩子在判断物体距离的

时候产生偏差，也容易因为外观让孩子产

生自卑心理。”晏和淘说，大部分斜视可以

通过斜视手术进行矫正，然而他发现，不少

县级医院没有开展斜视手术的条件，也有些

地方把斜视定义为整形手术而不是治疗手

术，没有把斜视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同时，

对于很多偏远地区的家长来说，斜视不是

急症，治疗的紧迫性不强，并不愿意主动寻

求治疗。

“孩子们需要的可能不只是一副眼镜、一

台手术，他们更需要正确的爱眼、护眼知识，

家长也需要树立起正确的眼健康观念。”杨英

认为。

岳以英教授是原天津市眼科医院的眼科

专家，退休后作为志愿者，她长期参加农村青

少年眼病筛查和免费配镜公益行动。岳以英

告诉记者，提高农村青少年对眼保健知识的

认识水平，已成当务之急。首先，要加强学校

健康教育，将眼保健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内容，

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普及；其次，应提高家庭与

学校的配合程度，家长应加强与学校的沟通，

共同关注孩子的用眼情况；同时，开展眼保健

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眼保健

知识；最后，呼吁更多社会志愿团体加入农村

青少年近视防治工作。

“我们需要汇聚更多的力量，共同为孩子

们的眼健康筑起坚实的防线，让他们拥有一

个光明的未来。”岳以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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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普格县，一些农村青少年近视了但未配镜，有眼病但未治疗，经过免费援助——

“眼前的世界终于清晰了”
阅 读 提 示

普格县义务教育学校及普通高中学校 52所，学生人数 5万余人，因当地眼科医疗条件

有限，除近视外，一些学生患有斜视、白内障等其他眼疾病，也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及治疗。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实习生 王文涵

走进新疆喀什地区英吉沙县恰克日库依

村土陶制作师阿卜杜热合曼·麦麦提敏家的

院子里，记者仿佛置身一座土陶博物馆，造型

古朴的陶罐、图案精美的陶盘、颇具特色的陶

制饰品……

在他的影响下，当地学习做土陶的人日

渐增多，“土陶村”名号不胫而走，一件土陶成

为当地的文化“金名片”。

形状花纹来源于生活

英吉沙县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驿站，文化

交融逐渐孕育出了其独特的土陶艺术，以其

复杂的造型、独特的着色和精湛的烧制工艺

而著称。

恰克日库依村因悠久的土陶烧制史被誉

为“土陶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维吾

尔族模制法土陶烧制技艺”的传承地。走进

村中，采用泥土与稻草混合建造的新房沉稳

古朴，墙上点缀着各式陶器样式的独特装饰，

为村子增添了浓郁的风情。

“我从 7 岁开始学习做土陶，快 60 年了。

这门手艺是爷爷和父亲教给我的，土陶的形

状、花纹都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阿卜杜

热合曼·麦麦提敏说，作为日常用具，土陶在

当地民众家中极为常见。英吉沙土陶经过历

代工匠打磨，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体现了

典型的维吾尔族传统特色，色彩丰富，造型精

美，古朴中透着灵气。而英吉沙土陶不仅实

用，还具有收藏价值，种类繁多，用途广泛。

2006 年 5 月，土陶村维吾尔族模制法土

陶烧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 年，阿卜杜热合

曼·麦麦提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

保留传统，推陈出新

“英吉沙土陶的制作没有模版，我会随心

创造花纹，把它们刻出来。”阿卜杜热合曼·麦

麦提敏手握一只陶壶说，为将制陶手艺传承

下去，他教会了全家人制作土陶。其中，技艺

最精湛的是他的小儿子阿卜杜克热木·阿卜

杜热合曼。

已经成为第 8代土陶手工艺传承人的阿

卜杜克热木·阿卜杜热合曼亲眼见证了“土陶

村”如何打响了名号。“‘土陶村’烧制土陶虽

然经验丰富，但因规模小，效益较低，没有形

成相关产业，这项非遗蒙尘村中，未能成为村

民的‘金饭碗’。”阿卜杜克热木·阿卜杜热合

曼认为传统的土陶制品器形不够美观，做工

比较粗糙，坚硬度不足，长途运输容易损坏。

为提高品质，村里专门请来了山东和江

西景德镇的制陶师傅，和村里的土陶匠人们

交流经验，还选送青年匠人外出学习。

“我想在保留传统的同时，不断对陶器的

花纹、款式等进行创新。”阿卜杜克热木·阿卜

杜热合曼研究推出了一系列富含文化内涵的

土陶产品。这些产品兼具观赏价值与实用

性，实现了传统工艺与现代需求的完美结

合。“旅游旺季一天大概有 4000 名左右的游

客来这里参观，推出的新型产品也挺受欢迎，

2023年我们家收入达到了 80万元以上。”

抱团吃上“旅游饭”

“土陶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热依拉

说，近几年，通过持续开发文旅项目，“土陶

村”迎来了发展契机。

山东游客杨晓雪饶有兴趣地使用电动陶

轮制作了一件陶器，“我第一次来英吉沙，这

里的土陶很有特色，也有很多优秀的匠人，

‘土陶村’不愧是非遗村。我买了两件陶器，

打算带回家收藏。”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依马

木·艾力制作土陶已有 20 多年，他说，吃上

“土陶饭”和“旅游饭”后，村子跟之前大不相

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学习传承这门技艺。

近年来，英吉沙县全力保护非遗技艺，以文旅

结合助力村民就业增收。“土陶村”以非遗土

陶为“媒”，不仅形成英吉沙土陶制作、展示、

销售、体验等多环节为一体的文化旅游产业，

还带动了多个旅游项目，“土陶村”跻身国家

2A级旅游景区、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和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

17 岁的木海麦提·阿卜杜萨塔尔是英吉

沙县技工学校土陶烧制技艺专业的学生，也

是依马木·艾力的徒弟，现在已经能独立制作

花瓶，“土陶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工艺品，希望

我能掌握技术，未来成为师傅的继承者。”

“一开始村子里只有我们一家在做土陶

生意，后来慢慢‘抱团’发展，大家的收入都有

了提高。”阿卜杜热合曼·麦麦提敏说。热依

拉告诉记者，村里的土陶制作目前主要集中

在村集体创办的土陶合作社和阿卜杜热合曼

家的个人合作社，仅两个合作社每年平均销

售 5000件土陶制品，户均 20万元。

民 声G

“侵权在先而取证在后”
不合法不可取

卢越

日前，一起员工私下微信吐槽上级、被上级偷录后起

诉的案件引发热议。某公司高管在离职员工电脑上翻看

其微信聊天记录，发现该员工在群聊中吐槽自己，认为名

誉权受损，便录屏取证诉至法院。法院认为该证据不能

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故驳回其诉求。

这起案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对他人微信聊

天记录进行手机录屏形成的证据，法院为何没有采纳？

对此，审判法院阐明，该高管在取证中，明知微信聊天记

录可能存在隐私信息的情况下，仍未经允许翻看员工个

人微信聊天记录，构成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因而证据

不具备合法性。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但对于什么样的证据能被法院

认可，法律有着严格的规定。其中，我国民事诉讼中规定

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

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

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该案中的

高管偷看并偷录他人微信聊天记录，属于“侵权在先而取

证在后”。从目前利益衡量的情况看，欲通过侵害他人隐

私权的方式，追究他人在私人群聊时可能侵害其名誉权

的责任，这种方式超过其维权必要，不合法，也不可取。

随着电子证据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使用，发生纠纷

时，通过录屏、截图等方式取证的行为并不少见。还有一

些案件当事人在未告知另一方当事人的情况下，进行录

音或者录像，并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另一方当事人则以

侵犯隐私权为由，提出该证据无效，这也往往成为案件的

一个争议点。取证方式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

律禁止性规定。诸如在他人家里安装监听、监视设备进

行偷录、偷拍，严重侵犯他人隐私权，由此得来的视听资

料属于违法取得，法院一般不予认可。

公司高管偷录员工聊天记录起诉后败诉，法院的这

一判决，给公众取证维权划了红线、标了重点：维权无可

厚非，方式不能任性。任何取证方式都应合法合规，以侵

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方式取证，可能既维不了权，又惹法律

纠纷。

新 疆“ 土 陶 村”的 新 生 活

5月9日，在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芙蓉学校，学生在学习救援皮划艇的使用。
今年5月12日是第16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进

校园活动，提高师生安全意识和应急自救自护避险能力。
新华社发（刘贵雄 摄）

防灾减灾宣传教育进校园

呼和浩特“为老餐厅”让老人吃上“暖心饭”
本报讯（记者李玉波 通讯员马妍）油

饼、豆浆、茶叶蛋、饸饹面，家常可口，热乎卫

生……近日，记者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新城区东影北路社区电机小区的为老服务

餐厅看到，十几种食物摆满了餐柜，在近 100
平方米的用餐区内，老人们在愉快地用餐。

“饭菜讲究低糖低盐少油易消化，维生素

含量高，软糯易嚼，价格也不贵。”为老服务餐

厅负责人高竹奇告诉记者，午餐四菜一汤，二

荤二素加主食。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餐厅

还为老人提供送餐到家服务。电机小区的崔

女士前来为父母订餐，她说：“这样我上班也

不用惦记老人的吃饭问题了。”

“我们将每位老人预定的送餐时间逐一

登记，按时送餐上门。”高竹奇告诉记者，因为

常年跟小区的老人打交道，哪几位老人需要

送餐，需要几点送餐，他们已经熟记于心。据

社区书记原媛介绍，电机小区建于 20世纪 70
年代，共有 20 栋楼，居民 7537 人，60 岁以上

2862 人。餐厅之前是一个车库，经过与街道

办事处等上级单位沟通，在这里建了一栋四

层小楼，作为为老服务中心。现在一楼是为

老服务餐厅。

“场地是我们自己的，所有的锅碗瓢盆以

及桌椅板凳都是政府提供的，餐厅运营方只需

缴纳水电费及员工工资即可。而且老人用餐

费政府也有补贴，凡户口与居住地均在社区，

持‘新城区试点社区老年卡’的老人，每餐政府

补贴4元，因此做到了质优价廉。”原媛说。

据了解，呼和浩特市现有为老餐厅 134
家，直接服务老年群体约 10 万人，辐射周边

社区老年人约 30万人。

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二期工程进展顺利
本报讯（记者刘静 通讯员何杰）“高处作业要注意安全，

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一样也不能少。”日前，杭甬高速复线

宁波段二期项目临海大浦江特大桥施工现场，中铁十六局项

目常务副经理王伟一边协调现场机械设备，一边叮嘱工人注

意安全生产。目前，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二期工程已完成总

投资额的 90%以上。

据悉，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二期工程西起余姚上虞交界

处，东至余姚泗门镇，与宁波段一期小曹娥互通相接。建成通

车后，对完善宁波舟山港集疏运网络，促进浙江大湾区、大花

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推进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

聊城农机服务集成办理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你们这上门挂牌送检下乡可是帮了我大忙啊！

让我能安心在家忙农活，省了我心还不用我们自己跑腿。”山

东聊城经开区民基政泰粮食种植合作社的王西民说道。

山东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动农机服务集成办理，为推

进乡村振兴提供全方位保障。该区将涉及农机服务领域的所

有审批业务进行了集成化，整合初次申领拖拉机和联合收割

机驾驶证、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检验合格标志核发、拖拉机和

联合收割机临时行驶号牌核发、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注册登

记等四类事项的集成办理。 （朱鹏 袁立伟）

眉山促进“智慧采购”深度融合
本报讯 近日，“县委、县政府物业管理服务”政府采购项

目在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和资阳市两地顺利完成，也是洪雅

县完成的首个“一网二跨三地”智慧采购项目。

据悉，本次采购依托省政府采购一体化平台“一张网”，首

次采用跨区域、跨层级“二跨”代理和异地受理、异地不见面开

标、异地远程评标“三地”新模式，促进“智慧采购”深度融合。

这样的智慧采购模式，仅一个半小时就完成，更加公开透明、

公平公正。下一步，眉山市将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进一步扩

大政府采购智慧化交易范围。 （朱小根 邓晴雯）

吉林省打造“吉字号”品牌社会组织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为激发社会组织内生动

力活力，近日，吉林省民政厅、省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印发

《关于推动全省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

称《若干举措》）的通知，从优化结构布局、强化培育扶持、

发挥功能作用等方面提出22项具体措施，明确要进一步提

高公益慈善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占比。

据悉，《若干举措》要求紧扣吉林振兴发展实际，不断

优化社会组织布局，倾力打造具有吉林特色的“吉字号”

品牌社会组织。到 2025年，省级打造 50家以上党组织作

用发挥好、公信力强、全国知名度较高的社会组织；各市

（州）打造 10家以上在全省影响力较大、作用发挥好的社

会组织。

同时，当地将采取“政府出资新建、社会资本捐建、公

共用房改建、项目补贴助建”等多种方式，加快建立省市

县三级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为社会组织提供全生命周期

服务，到 2025年，每个市（州）、县（市、区）至少建立 1家社

会组织孵化中心（站）、成立 1家枢纽型社会组织。

此外，《若干举措》还提出要推动将社会组织人才培

养培训纳入各级人才工作体系，对社会组织的专业技术

人员执行与相关行业相同的职业资格、注册考核、职称评

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