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唧”的一声，7月13日，记者走进
宣汉县天宝乡香楼村，只见小燕子带着
剪刀似的尾巴，斜着身子在天空中掠过，
犹如天地之精灵。

没过一会儿，那只小燕子飞到村民
冉启福家的屋檐下，钻进一个犹如农家
笆篓的窝里，那就是燕窝。

“小燕子搭窝非常不容易，实用、牢
固、精巧。”村民冉启福指着屋檐下的燕
窝赞叹。

家住香楼村的冉启福有两间一楼一
底的砖瓦房，一楼的水泥板十分光滑，泥
土根本无法粘贴，可燕子偏偏成功地垒
起窝，而且非常牢固，只要不是人为破
坏，多年都不会掉落。

燕窝的外形呈碗状，自下向上往外
延伸，上方碗口内稍稍下凹，巢口边沿
排放着豌豆大的泥粒筑成花边。每一层
土粒掺杂着草枝草叶，把一颗颗泥粒串
连起来，类似于人们建房时用的钢筋。

“燕子垒窝，日子红火。”民间流传着
这样一句谚语。在冉启福屋外的房檐
下，有几个燕窝，刚孵出不久的小燕儿不
时探出头来张望，好像在等父母归来，觅

食回来的燕子们在头顶飞来飞去，一派
和谐安乐的景象。多年来，冉启福爱鸟
护鸟，为燕子筑巢和繁衍提供便利与保
护，把自己的农家院变成了燕子的“幸福
家园”。

几年前，几只燕子到冉启福家屋檐
下筑巢，但燕窝筑成后很快便被其它鸟
抢占，刚孵出不久的小燕子也被其它鸟
叼出摔死。一向喜欢燕子的冉启福看到
后很是气恼，自那时起，每当看到有其
它鸟接近燕窝时，他便用竹竿、弹弓等

驱赶。
为了使燕窝不被其它鸟抢占，冉启

福一有时间便在燕窝下“巡视”，随时驱
赶那些欲抢占燕窝的鸟儿，耽误了不少
农活儿。对此，家人对他不满意，邻居也
笑他自找苦吃，但冉启福却乐此不疲。
他总是笑嘻嘻地说:“燕子是益鸟，能捕
捉大量害虫，理应受到人们的爱护，虽然
守护燕窝耽误了一些时间和收入，但看
到那么多燕子在我家筑巢，并且生活得
很好，我心里就特别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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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每个银行可有一张卡免费
记者从银监会达州监管分局了解

到，根据《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
的规定，自2014年8月1日起，有条件
免收个人客户账户管理费、年费，并降低
部分收费标准。对于银行客户账户中
（不含信用卡）没有享受免收账户管理费
（含小额账户管理费）和年费的，商业银
行应根据客户申请，为其提供一个免收
账户管理费（含小额账户管理费）和年费
的账户（不含信用卡、贵宾账户）。这意

味着每个公民在每个商业银行都可以拥
有一个免费的账户。

调查：市民不知情仍在交费
“谁的钱包里没有几张银行卡？”用

市民杨柳的话来说，自己是一位地地道
道的“卡族”。“平时出门很少带现金，到
哪儿去都忘不了带卡。参加工作以后，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究竟办过多少张银行
卡了，可真要我说哪些卡收取年费和管
理费，我还真不知道。”

“可以取消年费和管理费？我怎么
没接到银行通知？”7月初，家住达城西
外的李皓被朋友告知可以携带本人身份
证及银行卡，前往银行营业厅办理一张
卡免收年费及账户管理费。半信半疑的
李皓按照朋友的提醒，去了一个离家较
近的银行网点，只花了两三分钟，他就将
自己名下的一张借记卡取消了年费。随
后，他又去了多家银行，将自己名下的银
行卡取消了年费和管理费。

采访中，记者发现，《商业银行服务
价格管理办法》开始实施至今，已有快一
年时间，但多数持卡人并不知道该项规
定，仍然在交钱。不少市民表示自己手
中有多个银行的借记卡，特别是一些年
轻人，借记卡、信用卡办了一张又一张。
虽然不少市民手中都有不少的银行卡，
但经常使用的银行卡也就那么两三张，
其余的就静静躺在钱包里成了鸡肋，对
于银行卡是否收取年费和小额账户管理
费，哪些银行卡的年费和管理费已经办
理了减免等收费问题更是一笔“糊涂
账”。

规定：市民需持卡到柜台申请
“既然可以减免卡费及账户管理

费，为何非要持卡人前往营业厅办理，
而不能通过电话或者网络办理呢？”市
民杨柳对此产生疑惑。对此，记者采访
的多家银行均表示，银行方面都是严格
按照规定执行的，没有到银行申请的用
户确实还在缴纳相关费用。

针对市民的疑惑，银行工作人员解
释称，用户手中的银行卡五花八门，有
的用户甚至在同一家银行办理了多张银
行卡，有些卡完全处于“休眠”状态，
而银行方面并不能有效掌握用户各个银
行卡的动态，如果用户不主动申请，银
行方面无从得知用户意愿，不能“强
制”为其办理一张卡的免费服务。

“取消年费和账户管理费的程序并
不复杂，用户只需要持本人身份证及银
行卡，在银行工作日内前往柜台办理即
可。如果用户手中同一家银行的银行卡
过多，那么可以取消部分不常用的银行
卡，以减少年费和管理费的支出。”达
城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提醒用户，“眼
下不少银行对于新开户的用户，工作人
员一般会主动告知可以免年费和账户管
理费。另外，也有一些银行事先已经对
用户经常使用的银行卡，如工资卡、社
保卡等实施了免费政策，已经享受了免
费政策的市民就不能再申办免费账户
了。还有，如果用户将申请免费后的银
行卡丢失，那么挂失之后再补办的卡，
仍然要重新申请减免业务。”

银行卡年费
你申请“免”了吗？

“赶紧去取
消银行卡年费、
管理费，别再交
冤枉钱了！”近
日，记者身边的
大妈们都在耳边
不停念叨。达城
各大银行是否真

有这一“福利”？如果消息是真
的，又该如何取消年费呢？为此，
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本报记者 王杨

财经连线

他年轻时离家外出打拼，致富
后却把所有的钱带回家乡投资，做
起了“新农民”，带领乡亲们共同致
富，使昔日贫瘠的红花山正慢慢蜕
变为令人向往的“生态后花园”。他
就是开江县普安镇水口庙村村民唐
开明。

唐开明生长的水口庙村坐落在
红花山脚下，这里交通不便，村民生
活大多不富裕。1992年，27岁的唐
开明离开家乡，到外面的世界打拼，
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很快便走上
了致富的道路。“一花独放不是春”，
身在外地的唐开明时刻都牵挂着家
乡的发展。

“我是这个地方的人，对家乡有
思乡情结，我们这个地方很穷，但我
很想把它建设好。为了改变家乡的面
貌，我想用在外面努力打拼赚来的
钱，回来带动家乡人民致富，让乡亲
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这才能体现我
的人生价值。”唐开明对记者说。

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水口庙
村虽然离开江县城不远，但山路崎
岖，交通是挡在乡亲们致富道路上
最大的拦路虎。唐开明回到家乡的
第一件事就是修路，40多公里的山
路，除去政府补贴，他私人掏腰包近
50万元，没让村民花一分钱。道路
畅通后，唐开明于2012年投资建立
了红花山生态园，园区占地3000多
亩，集旅游观光、度假休闲、农业体
验、生态种养等多功能于一体，现在
园区已成为带动当地农民致富增收
的示范点。

在这里务工的村民，既能顾家
又有可观的收入，村民谢元立就是
其中一位。谢元立向记者介绍道，

“我们村有了像城里一样的好环境，
有了产业，在家还能照顾老婆小孩，
如果只做农活，家里的所有开支肯
定是不够的，就想在附近找一个比

较稳定的工作。现在，在唐老板这里
打工和在外面打工的收入差不多，
就不愿意出去了，园区采用的‘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让我
们很受益。”

据了解，目前水口庙村有40多
位村民在园区内找到工作，间接从
事与园区产业相关的村民达百人之
多。随着生态园建设日臻完善，经营
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多人来到生态
园观光旅游，这也给村民带来了更
多致富的途径。

水口庙村村干部刘春奎告诉记
者，“生态园建成以后，我们村人气
都比以前旺了。原来根本没人知道
我们这个村，现在通过发展水果、蔬
菜、养殖业，带动我们一批人就业，
村民们都致了富，原来搬到街上住
的人也搬回来了，以前是穷山沟，现
在变成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了。”

生态园一期建设已经完成，乡
亲们也在发展中尝到了甜头。唐开
明向记者透露，全生态化的饲养环
境让订单一个接着一个，去年饲养
的麻鸭、土鸡盈利不下于200万元。

在唐开明的心中，还有一个更
大的梦想：“第二期打算把10万吨
冻库建设起来，大力发展酿造业、中
药材等。3年内整个项目全面完成
后，可以解决水口庙所有劳动力及
附近村民的就业问题。不仅要带动
这个村富起来，还要带动周边所有
百姓都跟着富起来。到那时候，乡亲
们的日子一定会过得更加红火，我
们红花山一定会变成幸福山。”

就业
创业 服务部

红花山下创富梦
唐开明自费50万元修路创业带富乡亲
□本报记者 孟静 摄影报道

唐开明的养殖场一角

现象：“触屏一代”日趋增多
“切水果”、“愤怒的小鸟”、“植物大

战僵尸”……对于妈妈平板电脑上的这
些游戏，4岁的阳阳（化名）每个都能打
通关。

“玩游戏时，儿子好像忘记了周围所
有的人和事，任凭你说多少遍，就是充耳
不闻。”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阳阳的母亲
顾女士无奈地向好友抱怨道，但阳阳却
丝毫没有在意妈妈的牢骚，两眼直盯着
手中的平板电脑，手指快速地滑动着，不
时还欢呼几声。

“过去回到家，儿子会扑过来叫妈
妈，而现在回到家，儿子会扑过来抢我
包里的 iPad和 iPhone。”说到这里，
顾女士为自己早前的“偷懒教育”后悔
不已。

由于和老公经常在外跑生意，顾女

士实在抽不出时间陪伴儿子。一次偶然
的机会，她发现每次只要给儿子玩
iPad，哭闹的小家伙马上就安静了，时间
一长，iPad就成了她的“带娃利器”。可
渐渐地，儿子变了，从爱笑爱闹的“阳光
小帅哥”，变成沉默寡言的“电子娃娃”。

“经医院检查，才4岁的他居然出现了类
自闭症症状。”

问题：视力下降 心理孤僻
达川区南外华蜀南路一家验光配镜

店，9岁的杨航（化名）正在爸爸的陪伴
下测视力、配眼镜。

“去年100度，现在估计要升到200
度了，趁着暑假赶紧来看看。”说起儿子
的情况，杨航的爸爸杨先生话语中透着
些许无奈：杨航从6岁起便开始玩电
脑。“那时候，我也糊涂，觉得小孩爱玩电
脑是聪明的象征，有助于学习，就没阻
止。”后来，换成触屏手机后，家人发现杨
航渐渐地变了，除视力急剧下降外，也不
爱出门了，整天“宅”在家中玩手机，沉浸
在游戏中。

“孩子的眼睛本来就娇弱，几岁的小

孩盯着电视看几分钟就会视觉疲劳，更
何况是近距离玩电脑、手机，这样非常容
易造成眼睛过度疲劳，过早引发近视。”
据该店工作人员介绍，比杨航年龄还小
的情况他们也碰到过，“有的甚至在三四
岁时，眼睛就出现了问题。”

除视力外，“触屏一代”的心理健康
也受到极大的伤害。“现在的家庭独生子
女居多，小孩能玩的伙伴本来就少，如果
一味地让他们与电子产品为伍，只会导
致孩子孤独感加重，使他们的性格更为
孤僻。”市妇幼保健院儿保科医生指出，
孩子长期和手机、电脑交流，沉迷于虚
拟世界，势必影响其人际交往和沟通能
力，甚至导致养成自我、内向或封闭的
性格。

支招：亲情感化 走进自然
“亲情的魅力是其他任何虚拟空间

都无法代替的，对于‘触屏一代’，父母应
多用亲情感化他们。”从事多年早教工作
的李丽认为，如果父母发现孩子开始沉
溺于电子产品中，就应该和孩子一起感
受、体验，营造交流、信任的氛围，及时把
孩子们从冰冷的触屏中拯救出来，让他
们接触更真实的社会，更加“原生态”地
成长。为此，她建议，家长首先要以身作
则，自己不能沉迷于电子产品；其次，要
引导孩子既能从电子产品中学习到知
识，也要摆脱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做到趋
利避害。

众多业内人士认为，亲情感化的同
时，还应鼓励孩子走出家门，走进自然。

“拥抱大自然，不仅可以使孩子们的身心
得以放松，更能让他们的思考能力、创造
能力、感知能力得到充分发展。多亲近
自然，加强与外界的交流，有助于孩子们
从虚拟世界回归现实。”

指尖上的孤独
“触屏一代”视力下降、心理封闭

近年来，随着iPhone、iPad等电子设备的兴起，触屏风潮席卷全国。和全
国其他地方一样，在达城，不少“00后”乃至“10后”在拇指的滑动下长大，成
为人们所定义的“触屏一代”。长时间的低头注目，影响了他们的视力和健康；
过度沉浸于指尖上的虚拟世界，加剧了他们的心理孤僻……“触屏一代”的成
长，让人担忧，帮助他们远离指尖上的孤独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

□本报记者 徐冬

天宝乡有个“护燕迷”
□特约记者 漆楚良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不断强化领导干部消
防安全意识，达州消防支队将消防安
全知识培训纳入各级党校年度培训计
划，定期组织培训，7月14日，来自全
市各部门的百余名中青年干部参加了
培训。

培训中，支队防火处处长陈亚东
从法律责任方面详细解读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消防法律知识，强
调了基层党政领导抓好消防工作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深入浅出地为参训人
员讲授火场逃生与自救、初期火灾扑
救、消防器材的使用等基本消防安全
知识；同时结合国内重特大火灾案例
及当前达州本地消防安全形势，对火

灾发生原因、造成火灾严重后果原因
和发生火灾事故的负责人、责任单位
的追责情况进行了阐述。

培训间隙，消防官兵向中青年干
部展示了各式各样的消防车和用于抢
险救援的消防防护装备，讲解了这些
器材的用途和使用方法。

（葛于胜 本报记者 刘欢）

本报讯 针对近期超限超载和加
装高栏板等违法行为有所反弹的现
象，7月15日起，通川区路政大队联
合交警、运管等部门，对超限运输车辆
进行集中整治。

7月15日一早，路政大队执法人
员来到210国道东岳、双龙、复兴等路
段，对过往货运车辆集中开展超限检
查。检查中，路政执法人员坚持高密
度、高频率、高强度的高压态势，超限
超载和违法加装高栏板等违法行为得
到了有效遏制。

路政大队执法人员宋庆告诉记

者，他们主要是对过往车辆进行不定
点检查，对所有加装高栏板的车辆要
求立即拆除，同时要求所有驾驶员严
格按标准装载货物，严禁超限运输，对
发现的违法车辆将严厉查处。

据悉，此次普通公路超限超载治
理为期两个月。整治中，路政执法人
员采取了错时工作法，对超限超载违
法行为予以坚决打击，同时也加大了
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让更多
的群众和驾驶员了解超限运输的危害
性。

（本报记者 孟静）

通川区集中整治公路超限运输

百余中青年干部接受消防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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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燕为邻

本报讯 近日，达州职业技术学
院组织影像检验系的大学生深入大竹
县安吉乡，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运用所学知识为基
层服务。

当天是安吉乡的赶场日，达州职
业技术学院影像检验系的大学生们搭
起义诊服务台，为村民免费测量血压、
检测血糖，接受常见病咨询，赠送常备
药品，发放宣传资料，倡导科学健康的
生活卫生习惯。

为更好地满足农村群众的健康需

求，达州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服务
队抽调了多名业务骨干现场坐诊。在
活动中，达职院影像检验系关爱留守
儿童小分队还深入留守儿童家中，了
解他们的学习生活状况，并针对性地
开展各类辅导。

在安吉乡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活
动中，大学生们将陆续开展关爱孤寡
老人、留守儿童以及帮助缺少劳动力
的家庭干农活、为养殖户送科技知识
等活动，力所能及地为当地群众提供
帮助。 （本报记者 孟静）

达州职技院开展“三下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