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暑假旅游黄金时节的来临，
位于四川通江诺水河国家AAAA旅
游景区的天下第一洞中峰洞（佛光
洞），早已为大家准备好了一次神秘的
世界地质奇迹之旅。这里山川如画，
美不胜收，是一片风光旖旎的生态净
土。这里，有亚洲最大的地下溶洞群，
世界罕见的“溶洞地质博物馆”，它见
证着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秀美与宁
静，更是夏季旅游不可或缺的最佳旅
游目的地。

中峰洞分上、中、下三层，13大景
区，36条支洞，72重迷宫，108般奇景，
洞道总长18公里，80余万平方米，已
开发8公里，30万余平方米。上下洞
口相对高差200多米，最宽跨度700

米，一般高宽均在 100至 300米之
间。洞内有1个大型洞海，2条地下河
流，3个对流出口，4
条神秘峡谷，5个诡
异迷宫。集“雄、险、
奇、幽、深”于一体，
是一个多层次、多格
调、多类别、多形态
的奇特岩溶世界。
该洞首创“陆海空”
立体开发模式：地铁
进洞1600米，洞海
泛舟10000余平方
米，洞天佛光 3000
余平方米，打破三项
吉尼斯世界纪录。

被世界洞穴研究会地质专家誉为“世
界地质奇迹，中国最美溶洞”，被中国
溶洞协会会长朱学稳考察认定为“天
下第一洞”。

观世界地质奇迹，游中国最美溶
洞，探秘大巴山深处高山、溪流、溶洞、
村落构成的奇幻世界。朋友们，心动
不如行动，赶快约起吧！

线路：达州—巴中水宁寺—通江
县城—诺水河中峰洞

我有话说 周刊热线：1838183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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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据了解，目前，全市颁证登记的石
灰岩矿产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水泥用
灰岩，一种是建筑石料用灰岩。2014
年度，全市颁证登记共有水泥用灰岩
矿山企业15家，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山
企业138家，另有制灰用灰岩2家，年
产矿石量 857.55万吨，从业人员近
2500名。

“近年来，我市还存在资源不清、

开采无序等诸多问题。”调研组认为。
资源家底不清主要表现在，我市石灰
石资源地质调查评价与勘查程度低，
资源分布和赋存状况不清，对石灰石
资源矿山个数、开采规模及利用情况
底数不清。同时，因对环境保护没有
制定相应的短期和长期规划，使石灰
石矿山呈现出点多面广、零散而杂乱
的局面。

“从现状来看，无序开采突出、执
法监管乏力等因素，是导致生态破坏
较重的原因之一。”目前我市石灰石矿
山开采大多属于露天开采，115家矿产
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没有按开采方案
及开采加工规范流程进行施工，环境
破坏极其严重。除华新、海螺、利森等
6家大型水泥厂矿山外，其它矿山企业
规模小、实力弱，矿山开采、加工的技
术和装备落后，开采回采率低，破坏浪
费资源严重。

另一个原因是，石灰石矿资源在
从矿权设置审批到企业开采加工等一
系列过程，涉及到国土、环保、安监、林
业、经信、税务等多个部门的监管，因
有些部门重视不够，对违法违规行为、
乱采乱挖行为打击和处置不力。

此外，环保意识不强也是一个重
要原因。个别地方及部门只注重“金
山银山”而忽视“绿水青山”，再加上矿
区及加工厂大多离县城较远，存在“重
开发、轻保护，只开采、不治理”的现
象。

上述原因首先导致了地表破坏严
重，大面积的开采造成植被破坏、山体
突兀、水土流失。其次是大气、地质破
坏严重。矿山开采中产生的废气、粉
尘、岩尘、废渣排放，造成大气污染并
形成酸雨，对周围人畜健康及农作物

生长造成严重危害。还会引起地表下
沉塌陷、漏水、岩体开裂，造成山体滑
坡和矿山泥石流等地质环境问题。

提升准入门槛
强化环保执法

调研组认为，提升准入门槛、强化
环保执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设置矿业权时，要严格以石灰
石资源禀赋情况为基础，充分结合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生态环境保
护的需要，环保部门搞好环评，水务部
门完善水土保持方案，林业部门对涉
及占用林地的按规定进行审批等。

在准入门槛上，要严格石灰石资
源开采准入条件，对不符合产业政策
和产业发展规划的项目，不予立项。
同时，减少矿山企业数量，鼓励规模化
开采。对已设矿业权达不到最低生产
规模和最低服务年限的矿山企业责令
在一年内重新编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方案，根据其剩余资源量合理确定开
采年限，到期后一律不予延续。

在环保执法方面，坚决做到检查
到位、处罚到位、整治到位。在条件许
可的情况下，实施在线监控，切实掌握
区域生态环境变化趋势。同时，严格
执行矿山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建立
有关矿山环境恢复补偿机制。严格执
行“三同时”制度，保证各项环境保护
和治理措施、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坚决控制新
的矿山环境污染和破坏。

针对环保意识不强的问题，对乱
采滥挖造成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
行为坚决曝光，并建立举报奖励制度，
鼓励社会监督。

无序开采石灰石 部门监管不力 环保意识不强

青山遭遇“生态劫”
我市石灰石资源较为丰富，

现已探明储量3亿吨，潜在储量近
34.47亿吨，广泛分布在华蓥山背
斜、铁山背斜、铜锣峡背斜、峨城山
背斜、明月峡背斜和大巴山褶皱地
带，特别以渠县、大竹县的卷硐山、
华蓥山、铜锣山和明月山分布最
广，储量大、品质高，厚度达50至
100米。

前不久，市政协人资环委组成
调研组深入万源、大竹、渠县，对我
市石灰石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
境保护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发现
因无序开采、监管乏力及环保意识
不强等原因致生态破坏较重。

简洗简吹
50分钟可理4人

“我的店搬过来才一年多，理发10
块钱一个人。”7月9日上午，记者经多
方打听，终于找到了位于通川区西外
海棠新村侧大门的一个小型理发店。

记者注意到，整个店面加上中间
的假夹层约30平方米，室内除有两把
座椅、两张洗头床和一条供客人休息
的长条凳外，并无其他硬件设施。墙
壁上还贴有一张洗剪吹价目表，男士
头一律10元，女士长发另加8元，小孩
理发只需要7元。此外，还开展了烫染
等业务，收费都要比外面低。

今年43岁的唐伟忠告诉记者，他
17岁开始学理发，先是到别的理发店
打工，后因“总觉得不是那么自由”，就
在大寨子自家门市当起了老板。“2013
年，大寨子搞开发，我家门市也拆了，
就选了现在这个店。”

“有老熟客也劝我涨价，但总觉得

抹不开面子，又害怕
顾客流失。”谈及自
己“10元店”不涨
价的原因，唐伟忠
一边忙着替客人理
发一边介绍，“一年
房屋租金一万四五
千元，从早上 7点
多开门到晚上10点
左右，一天平均下
来能挣三四百元，
除去房屋租金、水
电等，剩下的就是
两人工资。”多年
来 ， 一 直 都 是 他
剪、妻子洗头，没
雇请过他人。虽然
收入不能和那些大
店比，但和在别人
店里打工挣钱差不
多，生意算不上很
好，维持生计不成问题。

在短短50分钟的时间里，记者注
意到，前来理发的就有4人。

方便快捷
“快剪”受市民热捧

10元快剪能赚到钱吗？市民的反
映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又先后
来到主城区凤凰山、南外等多个地方
了解情况。

“从个人来说，10元钱理发确实赚
不了多少钱，最主要的是从量上考
虑。”来到凤凰山脚，只见有数家这样
的理发店，他们的规模都不大，在10—
20平方米之间，另一个是装修都比较
简单，除了简单的理发外，偶尔也开展
烫染业务。“要想价格低，装修就不能

和大店比，洗头也都是简洗。”一陈姓
理发师告诉记者，去年以前一直是收
取10元/人，今年年初才调至15元/
人，小孩理发仍维持在10元。

“涨5元那是应该的，毕竟物价都
在上涨，他们成本也在增加。”对这种

“快剪”方式，前来理发的赵先生表示，
以前自己总是在大店理，洗剪吹前后
要近一个小时，有时为了赶时间我都
会告诉他们简单地洗一下，但对方并
不会少价格。之所以选择在快剪店理
发，一方面师傅手艺也不错，最主要是
节省了时间，还节约了钱。

记者还注意到，在前往10元店理
发的顾客中，主要以中老年及小孩居
多，年轻人相对偏少。“我们的顾客都
相对稳定，这也是我们能开走的一个
原因。”陈师傅说。

化“繁”为“减”

“快剪”理发店走俏达城

□甘立才 雷晓慧 本报
记者 李道全

□本报记者 李道全 摄影报道

洗剪吹、焗染烫……当一些理
发店将各种挣钱手法“发扬光大”
并大做“加法”的时候，达城的另一
些理发店却做起了“减法”：简洗、
简吹，整个过程下来10多分钟即
可搞定。费用也是出人意料的低：
少的10元，多的15元，小孩7元。

唐伟忠正在理发

本报讯 “一周内消灭城区内所有
口香糖污渍，‘口香糖清除战’行动开
始。”15日上午10点整，市环卫处东城
清扫所的环卫工人在城区地处新世纪
广场的肯德基门口，手拿铲刀，费力地
铲除地面上的口香糖污渍。

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出肯德基的人
本来就多，而其正对面刚好又是一个公
交站台，中间的街面上大大小小的口香
糖污渍到处都是，黑乎乎的一团，顽固
地紧贴在地面上，踩的人多了，变得非
常坚硬。三伏天，环卫工人蹲在地上，
她们额头上很快冒出大颗大颗的汗珠，
流进了脖颈里。

记者试着铲了一下，口香糖污渍竟
“纹丝不动”，太费劲了。“手腕必需非常
用力地铲，不然口香糖污渍根本清除不
掉。”39岁的环卫工人何素珍擦了擦额

头上的汗水，甩了甩胳膊，对记者说，
“到第二天，这手脚腰都非常酸痛。”

市环卫处东城清扫所所长邱芳华
告诉记者，市环卫处决定即日起，东
城、西城和西外3个清扫所和机械化作
业所的环卫工人将全体出动，在干好
日常清扫保洁工作的情况下，一周之
内铲除城区280多万平方米街面上所有
的口香糖污渍，任务非常艰巨。“口香
糖污渍最多的地方大多集中在公交站
台、肯德基和德克士门口等人流量大
的地方。”邱芳华呼吁，“环卫工人基
本上都是四五十岁的妇女，劳动强度
大。希望市民和小朋友们别乱吐口香
糖，珍惜她们的劳动成果，爱护我们
的生活环境。”

（李开忠 本报记者 廖晓梅
摄影报道）

诺水洞漂流，
酷暑纳凉好去处

主城区打响“口香糖清除战”
一周内消灭所有口香糖污渍

环卫工人费劲地铲除口香糖污渍

本报讯 今年以来，达川区人社局
提早谋划，积极落实扶持政策，强化就
业服务，畅通就业渠道，多渠道、多形式
促进今年2012级藏区“9+3”毕业学生
就业，实现100%就业。

为帮助今年2012级藏区“9+3”毕
业学生顺利实现就业，达川区成立了
2012级藏区“9+3”学生就业促进工作
领导小组。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多次深
入学校了解毕业学生就业意向，宣传就
业政策。根据学生就业意愿，对报考藏
区机关事业单位的学生，组织教师亲临
藏区，指导学生参加笔试和面试；对自
愿当兵的学生，积极宣传国防政策，让
思想素质过硬，身体合格的学生应征入
伍；对有升学愿望的学生，由县职高教
师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文化补习，参加高
职单招考试；对有创业意愿的学生，有

针对性地开展创业培训和创业指导，帮
助制定项目实施计划；对自主就业的学
生，做好跟踪服务工作；对推荐就业的
学生，在深圳、厦门设立有就业推荐安
置站，有针对性地推荐就业。

今年6月，区人社局、教育局、财政
局等部门派专人到深圳、厦门对用工企
业进行考察、比选和落实就业单位和岗
位，充分保证就业岗位充足，就业环境
优良，组织推荐未就业学生到相关单位
就业。7月上旬，达川区又成立了两个
工作组，赴阿坝州对自主择业的藏区

“9+3”学生进行跟踪服务。截至目前，
达川区2012级藏区“9+3”学生共30
名，考取阿坝州公务员1人，事业单位4
人，升学23人，自主就业2人，全面完成
省市下达的“9+3”学生就业目标任务。

（杜友波 王萍）

达川区力促2012级
藏区“9+3”学生就业

重物落地声、器械击打声、指挥吆
喝声……凌晨4时，天蒙蒙亮，北外凤翎
锦绣小区某楼层建设施工现场已是一
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周围熟睡人们
的美梦一下子被打破了。

“这种情况有一两个月了。”据小区
11栋楼居民徐阿姨介绍，除中午12至
13点该工地施工人员休息1小时外，从
早到晚，工地叮叮当当的声音就没有间
断过。“原先把窗子关严，忍一忍就算
了，可现在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没法
再关严实了。打开窗子怕吵，关上窗子
怕热，真叫人没办法了！”

“我娃儿才两个月，整天被工地上
的噪音吵得睡不安宁。”徐阿姨的邻居
张女士深有同感。“有时半夜娃儿睡得
正香，冷不丁就会被重物落地的声音惊
醒。”张女士告诉记者，看着受惊吓哇哇
大哭的儿子，自己的心简直就碎了。

记者查询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明文规

定：“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
区域内，禁止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
染的建筑施工作业”；2008年8月我市
通过的《达州市城区噪声污染专项整治
实施方案》明确规定：“禁止晚10点至晨
7点之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
施工作业”；2014年5月通过的《达州市
中心城区整治环境噪声污染实施方案》
也有类似规定。显然，该建筑工地的做
法违背了上述法律和规定，应给予纠
正。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解决，好
让我们能睡一个安稳觉。”小区居民纷
纷呼吁。

凤翎锦绣小区凌晨4时施工
居民直呼“伤不起

□本报记者 徐冬 摄影报道

凤翎锦绣小区工地凌晨就开始施工

【市民声音】
大竹县李先生：我想买一辆小型客

车用于农村客运，请问需要什么手续？

【部门回复】
大竹县交通运输局：需由当地乡政

府向县交通运输局提出开通农村客运
的申请；县交通运输局收到申请后，会
同县安监局、县运管所、当地乡政府及
负责该片区经营的运输公司等相关人

员对拟开通农村客运的村道进行农村
客运开行条件验收，验收合格后由县
交通运输局批复；负责该片区经营的
运输公司根据县交通运输局同意开通
农村客运线路的批文，向县运管所提
出经营申请，经审批同意后，由负责
该片区经营的运输公司安排客运车辆
经营，以解决群众出行需求。国家对符
合补贴标准的农村客运将给予一定的
燃油补贴。

□本报记者 徐冬 整理

如何申请经营农村客运？
世界地质奇迹
中国最美溶洞

地址：四川巴中市诺水河
AAAA风景区

电话：15982779989
18682740287
13880038062

网址：http://zfd-nsd.com

与亚洲溶洞第一漂——诺水洞相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