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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兰州12月3日电（记者姜
伟超）截至11月底，兰州市共有3891名
干部因“慵懒散慢混卡”被问责处理，其
中包括319名县级干部。

为进一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今年以来，兰州市
集中一年时间在全市开展整治作风顽
疾、着力提升行政效能的“治转提”专项
行动。行动开始以来，兰州市综合运用
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党政
纪处分等措施，对整改不积极、提升效能
不明显、落实工作不力的单位和个人给
予严厉问责。截至11月底，全市共问责
党组织87个，问责处理干部3891人，其
中党纪处分47人，政纪处分75人，组织
调整或组织处理56人，通报1311人；涉
及县级干部319人，科级干部1551人，有
力推动了专项行动的开展。

“慵懒散慢混卡”
行不通了

兰州市3000多名干部因此被问责

新华社沈阳12月3日电（记者范春
生）打着出售“口服液”的名义贩毒，沈阳
市苏家屯区检察院近日以制造、贩卖毒
品罪，对跨8省制贩毒品“口服液”团伙
的13名犯罪嫌疑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2016 年 11 月 14 日，沈阳市公安禁
毒支队缉毒一大队接到情况反映称，一
名男子在苏家屯区、皇姑区等地贩卖“口
服液”，可能是毒品。警方随后进行了长
期跟踪侦查。今年8月5日，民警将涉嫌
贩毒的万某、吴某、邹某抓获。在三人携
带的“口服液”中检出可待因。

警方又顺藤摸瓜，将沈阳的大买主
王某（另案处理）抓获，其他涉案人员也
陆续落网。王某交待，自己多次卖“货”，
都是从万某那里买来的，花了 50 多万
元。每次拿到“货”后以一瓶一二百元的
价格向吸毒人员贩卖。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定，2016年10月
至2017年2月间，万某伙同吴某、邹某等
13 人，从河南、福建购买原料，从浙江、
安徽购买设备，在广东、河南等地加工制
作成品。后多次将含可待因成分的毒品
从湖北、江西、广东通过物流快递方式贩
卖给王某，共计约1万瓶。期间万某、吴
某、邹某还经常到沈阳直接取款。

检察机关认为，万某、吴某、邹某等
13 人的行为已经涉嫌制造、贩卖毒品
罪，且所涉毒品数量巨大，遂依法作出了
批捕决定。

跨8省制造贩卖
毒品“口服液”
13名嫌犯被批捕

新华社太原12月3
日电（记者霍瑶）12 月 3
日是第 26 个“国际残疾
人日”。目前，我国有
1700 多万视力残疾人，
这些“黑暗中的行者”内
心世界究竟是怎样的？
面对广大的视障群体，我
们是否给了他们足够的
关怀？

新华社酒泉12月3日电（李国利 李潇帆）
12月3日12时11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
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陆地勘查卫星一号
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据介绍，这颗卫星主要用于开展陆地资源遥
感勘查。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57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
陆地勘查卫星一号

“我曾在盲道上跌倒”

山西吕梁女孩高苗苗今年刚满 21
岁，却已在黑暗中度过了 14 个年头。今
年，刚面世的一款“天使眼”盲人眼镜让她
期待不已，“戴上这款特制的眼镜，我能感
知 30 米内的路面情况，遇到障碍就有语
音提示，再也不怕在盲道上摔跤了。”

与她一样，不少受访的盲人对盲用高
科技辅具十分渴求，原因是“经常在盲道
上撞到人、杂物和乱放的车。”这些暗藏

“雷区”的道路，让他们害怕单独出行。
太原市盲人协会负责人介绍，虽然大

部分城市无障碍设施覆盖率已经较高，但
一些人为原因导致盲道、无障碍通道被占
用的情况仍不少见，有些临街盲道被机动
车、共享单车、流动摊位霸占，有些甚至隔
段消失、碎裂，“盲道本是盲人福利，不应
该变成他们出行的困扰。”

“不是不理解，而是不了解。”郭宏计
是一名盲人教师，在他看来，正常人在生
活中很少见到盲人，无法体会到他们日常
经历的困难和不便，从而无意识地忽略盲

人的需求。“盲人在十字路口会很恐惧，看
不到红绿灯的转换，不知道车流的疏密，
如果有会随着信号灯的变化发出提示音
的‘有声红绿灯’，或是得到路人的帮助，
情况会好很多。”

安徽大学社会学教授王云飞表示，科
技和社会在进步，针对盲人的无障碍设施
会越来越完善，但唯有大众的责任与爱
心，才能让视障者真正告别“行路难”，走
得安心、暖心。

“有些话我不知该对谁讲”

视力缺陷让盲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困难重重，更在他们心里留下“看不见的
伤口”。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失明使盲人
心理上敏感、悲观，于是他们容易自卑、迷
惘、愤怒，把自己蜷缩在狭小的圈子里。

“盲人往往是孤独的。”张晓栋是一名
心理咨询教师，她告诉记者，许多视障学
生不善表达，十分沉默，与他们交流发现，
有些人的想法很偏激。“盲人怕给人添麻
烦，怕别人看不起自己，想法全憋在心里，
不知道该对谁倾诉，也不知道怎么跟自己

和平相处。”
对此，郭宏计呼吁，关爱盲人不仅仅

是搀扶他们，给他们提供方便，更应该去
了解他们内心的感受，真诚给予他们关爱
和尊重。

为了帮助视障的学生，张晓栋尝试了
许多方法。“我在课上给他们读‘给未来自
己的一封信’，让他们学会尊重自己，明白
自己的重要；尽量多跟学生谈天，为他们
描述世界的美好。”家境贫寒的盲生张建
伟毕业时，张晓栋送给他一双崭新的运动
鞋，靠着健全的手脚、大脑和心灵，一样能
勇敢地走好以后的人生路。

一些专家表示，心理抽样调查证明，
残疾人发生轻度及以上的抑郁症状比例
高于健全人一倍以上，很多人需要得到专
业的心理抚慰。而心理咨询是一面镜子，
可以帮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自己，了
解自己的闪光点，从而拥抱生活，焕发生
命别样的光彩。

“只好把梦想藏在心里”

盲人能从事什么工作？在旧观念里，
他们只能去做按摩师、推拿师。记者在走
访中了解到，由于就业有瓶颈，大部分盲
校仅开设针灸推拿、中医康复保健等相关
专业，学生毕业后大多去了按摩诊所。

但视障者的未来仅止于此吗？在山西
省特殊教育中等专业学校，当学生们被问
到“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有回答“想当广
播主持人”的，更有作家、老师、律师等。从
河北来求学的赵晨伟酷爱历史，最想去的
是“七大古都”，理想是成为历史学家。

“可我们看不见，求学受限制，也缺少
信心，只好把梦想藏在心里。”一名盲生说。

“许多盲人其实很优秀，除了眼睛睁
不开，什么都好。”郭宏计说，与普通人一
样，盲人心中有着五彩缤纷的梦想，他们
最需要的是社会的鼓励。作为音乐老师，
他开设了手风琴、二胡、陶笛等音乐课程，
不断丰富着学生的生活。在艺术教育的
感染和熏陶下，孩子们感受到了美，“看”
到了另一片光明。

“只要不是一定要用视力的职业，我
们的学生也都可以做。”山西省特殊教育
中等专业学校校长张永亮表示，希望社会
多一点包容和接纳，为盲人提供一个更加
广阔的教育、就业平台。

国际残疾人日：

盲人的世界，
你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