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上午，开车到白石头沟进
行巡护，车辆不能到达的地区就步行
前往。若发现特别的树种、野生动物
等资源，就及时上传。下午，对巡护
和麋鹿监测情况进行整理记录。”这
就是自治区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呼和浩特分局白石头沟管理站资
源保护股股长马海波的工作日常。

自 2006 年参加工作以来，马海
波始终如一地把热情和汗水挥洒在
北疆生态建设一线。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他克服交通不便、信息闭
塞、生活艰苦等问题，圆满地完成了
各项工作任务。

2021年，麋鹿种群野外扩散与放
归项目落地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呼和浩特分局白石
头 沟 管 理 站 ，当 年 就 引 进 麋 鹿 27
只。此后，不论风霜雨雪还是节假休

息日，马海波和同事每天都会去看望
和照顾麋鹿，并进行观察监测，没有
错过麋鹿成长的每个时间节点，成为
麋鹿们名副其实的“奶爸”。

日常巡护中，马海波和同事们
还用笔和镜头记录下了麋鹿在白石
头沟这个“新家”的生活点滴，为保
护区积累了大量科研资料，为麋鹿
的遗传育种、饲养管理和繁殖扩群
提供依据。

从春草幽幽到白雪皑皑，经过
两年多的精心照料、认真监测，马海
波和同事们欣喜地发现，麋鹿克服
冬季风雪严寒等各种困难，适应了
在白石头沟内“新家”的生活，还产
下了 9只麋鹿宝宝。

马海波说：“作为一名新时代的
森林资源保护工作者，我们要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

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有情怀、
肯奉献，要以‘无我、无畏、无私’的
精神承担起这份责任。”

马海波深知，只有不断学习才
能提高工作本领，才能扛起保护生
态环境的责任。为此，他十分注重
知识的学习和更新，并考取了林木
种苗工高级技师职称，积极组织动
员身边同事一起学习业务知识，互
帮互促、共同进步，为做好工作打下
坚实的理论和技能基础。

日前，马海波荣登呼市“青城好
人 榜 ”，被 评 为 敬 业 奉 献“ 青 城 好
人 ”。“ 我 只 是 在 自 己 的 工 作 岗 位
上，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我还
会继续为大青山自然保护区的保护
和发展尽职尽责，为筑牢祖国北疆
绿色生态屏障贡献自己的力量。”
马海波说。

马海波：扎根白石头沟里的“麋鹿奶爸”
●本报记者 吕会生 实习记者 郑艳慧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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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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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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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城好人风采

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

学雷锋 树新风

吃多少点多少 吃不完请打包

反对食品浪费成为首府餐饮企业共识

有爱心的“熊猫女侠”17年献血3000毫升
●本报记者 刘沙沙

美丽花境
扮靓团结公园

文明实践在行动

托县市场监管局强化夏季食品安全监管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我市文明餐
桌行动开展以来，各餐饮企业积极践行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文明理
念，文明用餐、合理消费、拒绝浪费成为
各餐饮企业的共识。

临近中午，位于回民区振华广场
的餐饮区顾客逐渐增多。在海底捞火
锅餐饮店内，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接待

已经就座的顾客。“您好，请您在这里
点餐，建议您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的
我们会为您打包。”点餐期间，工作人
员向顾客这样建议（见图）。记者在该
餐饮店看到，为了更好地践行文明餐
桌理念，餐厅显眼位置的大屏幕不停
播放着“按需点、刚刚好，美味不浪费，
厉行节约、从你我做起”的宣传语，还

专门安排了光盘行动督导员对顾客进
行引导。餐厅经理牛云霞介绍，工作
人员在提供服务时，积极引导顾客文
明用餐、拒绝浪费，在菜品的供应上，
特意推出了半份菜避免浪费。“在顾客
点餐时，工作人员会提醒顾客不要点
太多，如果顾客没有吃完，我们会主动
帮顾客打包。”牛云霞说。

文明餐桌不仅是社会文明的重要
体现，也承载着尊重劳动、勤俭节约的
传统美德。随着我市文明餐桌行动的
逐步深入，广大餐饮企业积极倡导文明
消费新风，进一步打造文明、健康的餐
饮文化，提升城市文明形象，助力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采访中，黄记煌三汁焖
锅振华店店长胡晓彤向记者介绍，如果
工作人员发现顾客点的餐食超过了正
常需要的份量，会及时提醒顾客少点一
些、够吃就好，顾客离开的时候也会主
动提供打包服务。同时，为更好地让文
明餐桌理念深入人心，店里在显眼位置
张贴了反对食品浪费的海报。

记者日前走访我市多家餐饮企业
注意到，各餐饮企业积极参与文明餐
桌行动，争做“俭以养德、文明用餐”的
宣传者、实践者、监督者，塑造文明餐
饮企业形象，共同营造文明、健康、环

保、节约的就餐环境。同时，主动提
醒、引导消费者按需点餐，适时推出

“半份菜”“小份菜”，主动提供打包服
务，鼓励消费者将剩余饭菜打包带回，
避免浪费。很多餐饮企业在醒目位置
摆放“文明餐桌行动”告示牌、张贴“反
对食品浪费”宣传海报，在餐桌摆放

“文明用餐”标识牌，积极宣传文明餐
桌行动。

采访中，市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监
管科副科长王景民介绍，为全面提升餐
饮企业和消费者反浪费意识和文明用
餐意识，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食品浪费法》，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和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市市
场监管局持续开展制止餐饮浪费专项
行动和文明餐桌宣传活动。“在制止餐
饮浪费专项行动中，我市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督促全市餐饮企业就反浪费行为
进行自查自纠，并成立专项工作组落实
督导检查。”王景民表示，下一步，市市
场监管局将持续开展反食品浪费工作，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拓宽宣传广度，督
促餐饮企业优化服务流程，提供灵活供
餐服务，将厉行节约意识贯穿于餐饮服
务全过程，在全社会营造“反对浪费、崇
尚节约”的良好氛围。

马海波在进行日常巡护工作

连日来，园林工人
加紧作业，设计出一个
又一个美丽花境扮靓团
结公园。

团结公园是新城区
团结小区一处老旧公
园，经过多次改造提升，
公园基础设施和风景面
貌焕然一新，已成为周
边居民休闲纳凉、健身
运动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宋向华 摄

义务献血 17年，总献血量达 3000
毫升。2006年开始，新城区赛马场社
区居民王茜就用自己的爱心和力量，
一点点描绘出她心中的“雷锋模样”。

“在 2006年的一次义务献血活动
中，我得知自己是稀有的RH阴性A型
血，就是人们口中的‘熊猫血’，从那时
候开始，我就成为内蒙古血液中心的
长期义务献血志愿者。”说起自己志愿
服务之路的开始，王茜用“承诺”二字
形容。

与普通献血者不同，稀有血型献
血者数量稀少，血库难有储备。由于
用血患者通常都是需要急救，为了能
第一时间进行救助，17年里，每当接到
内蒙古血液中心打来的求助电话，王
茜总是随叫随到，及时赶往急救医院
或血液中心。

2010 年，北京稀有血型告急，在
内蒙古血液中心的组织下，王茜和其
他十余位志愿者奔波上百公里，跨城
前往“支援”。“血可以再生，而生命只

有一次。”这是王茜对义务献血这件
事的理解，也是她不断无私奉献的信
念支撑。

除了义务献血，王茜的身影还出
现在爱心捐赠等活动中。在王茜看
来，她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
事，只是将这些点滴小事融进了日常
生活中，在温暖别人的同时，也照亮
了自己。

在王茜的带动下，她的家人、邻
居、朋友也纷纷加入到志愿服务活动
中。“小王是我见过最像雷锋的人，不
管是谁有什么需要她帮忙的，她都尽
心尽力帮助。”看到王茜经常在社区
做志愿服务，小区居民郭秋莲受到她
的影响带动，也成为社区志愿活动的

“常客”。
“社会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需

要每一个人贡献自己的力量。”王茜
说，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志愿服
务的行列中来，共同描绘亮丽的“志
愿”风景。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为严防夏季
食源性疾病及食物中毒事故的发生，保
障群众身体健康和饮食安全，连日来，
托县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强化辖区夏
季食品安全监管。

聚焦重点环节全面排查隐患。以
日常监督检查、执法办案、投诉举报为
抓手，聚焦夏季食品安全重点区域、重
点企业、重点品种，实施全方位排查。
重点检查经营单位是否落实进货查验
要求、操作间环境卫生是否达标，散装
食品标签标识是否规范、是否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需冷藏或冷冻销售的食品贮

存设备温度是否达到要求等内容。针
对检查中发现的各类风险隐患问题，执
法人员督促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要求
其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及时有效消除食
品安全隐患，确保食品安全。聚焦冷冻
饮品、乳制品、凉菜熟食、食用农产品等
夏季消费量大的重点品种，及时公布不
合格产品信息，适时发布夏季食品安全
消费警示。夯实主体责任，加强人员
管理。加强对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知
识培训，要求从业人员取得有效健康
证明，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规范佩
戴口罩。

近日，八一路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开展了“指尖传非
遗 巧手捏泥人”志愿
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
详细讲解捏泥人的步
骤和技巧，现场居民
纷纷动手制作泥人。

■本报记者
阿柔娜 摄

日前，观音庙
社区联合印象江南1
期佳荣物业组织开展
植树活动。

活动中，物业工
作人员和小区居民代
表带着铁锹、水桶，分
组分工配合，更换了
绿化带里干枯的苗
木，还栽种了新树苗。

■本报记者
阿柔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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