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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 梅 武宗义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相子瑞 崔巍 报道
本报平原讯 7月10日上午，夏津县雷集

镇庞庄村响起喜庆的鞭炮声，吃了几辈子地下
苦咸水的村民终于喝上了“自来水”。在庞月
平老汉家，老人兴冲冲地拧开水龙头，掬一捧
甘洌的自来水一饮而尽。“做梦都没想到能喝
上流到院里的自来水，而且还是平原县相家河
水库的黄河水。”庞老汉乐呵呵地说。

像庞月平老人一样，夏津县雷集镇44个村
庄2 . 77万名群众喝上了来自平原县的自来水。
无独有偶，武城县武城镇、郝王庄镇92个村庄

的6 . 23万人也喝上了来自平原的安全饮用水。
近年来，平原县依托相家河水库丰富的黄

河水资源，先后建设了张官店、王凤楼、恩城
三大水厂，解决了农村12 . 37万人的饮水安全
问题。其中，恩城水厂日供水能力1 . 5万吨，
使水质较差的3个乡镇191个村庄的14 . 29万名群
众彻底告别了“苦咸水”。

武城县武城镇、郝王庄镇和夏津县雷集
镇，均远离县城驻地，而与平原县恩城镇毗
邻。三镇136个村庄9万农民常年饮用地下井
水，水质难以保证。从县城铺设管道引水，投
资大、管线长、耗能高，而恩城水厂日供水能

力除满足本县需求，大有剩余。于是，三县
“联袂共赢”则“水到渠成”。夏津、武城两
县农民受益平原“客水”，而平原水厂通过收
取一定比例的水费，为水厂安全运营提供了保
障。

据平原县水务局局长赵英勇介绍，该工
程由平原县投资260万元兴建，共铺设DN250
输水主管道16公里，安装30KVA变压器2台，
在平原县与夏津、武城县界新建加压泵站3
处，加压泵站实行无人值守。泵站与水厂采
用远程控制，在恩城水厂中心控制室可以对
泵站进行实时监视、管理和控制，在加压泵

站监测点则可以检测到泵站远程的水压、流
量等数据。在水厂调度中心，通过LED显示
屏，显示泵站监测点参数，通过投影仪同步
显示计算机图像，管理者对水网运行状况一
目了然。目前，毗连的夏津、武城两县136个
村庄均已通水。

据了解，恩城水厂采用传统处理工艺，水
库黄河水经网格反应、絮凝、沉淀后进入滤
池，经石英砂过滤后的清水，由二氧化氯消毒
后进入清水池，由二级泵站加压后进入配水管
网送往各用户，水质完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
准。

□本报记者 郭利民
本报通讯员 丁永宏

走进济宁市任城区李营街道司法所，“李木
根调解室”的牌子赫然入目，这是济宁市以个人
名字命名的三个司法调解室之一。主持这个调
解室的，就是全国调解协会理事、全国模范调解
员、李营司法所所长李木根。

20年来，李木根把对司法公正的不懈追求
和对父老乡亲们的一片真情融为一体，送法上
门，悉心调解，把和谐送到千家万户，当地百姓
亲切地称他“调解大师”。7月8日，记者来到李
营，听他解说情与法。

融情于法才好开展工作

都说法不容情，可李木根在20年工作实践
中，活学活用法律条文，将“情”字融入司法调解
中，让法律不再冰冷，人情得到呵护。

一个月前，李营街道栗乡村村民杨某在建
筑工地摔伤、医治无效死亡。死者家属要求施工
方给予死亡补偿费、医疗费、陪人费等共计40万
元，少一分也不行。双方僵持不下，李木根连夜
展开调处。

他一方面安抚死者家属情绪，一方面从法
律角度与其进行沟通：“这件事放在谁身上，谁
也难接受，但我们提要求，要合情合理，更要合
法，”根据《人身损害赔偿条例》的规定受害者应
得到死亡补偿金、丧葬费、抚养费几项经济补
偿，40万元于法确实说不通。李木根拿出法律文

本，“按法律规定我计算了一下，咱们大约获赔
34万元，不知能不能接受”。李木根用商量的口
吻说。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已到夜里两点多，调解
进行了将近6个小时。家属中的大哥开始讲和。
他对家人们说：“人家李所长为咱的事费尽了心
思，磨破了嘴皮子图啥？人死不能复生，就别固
执了，差不多就行了！”最终，死者家属接受了32
万元的赔偿金，又主动让出2万元给对方，双方
握手言和，签字画押，永无反悔。

“法律条文是个硬杠杠，但如何让当事人
接受？关键要融情于法，这样才好开展工
作。”李木根说。

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

“调解工作不是简单地搬动法律动‘嘴皮
子’，而是把群众当成自己亲人，设身处地为群
众着想，这样才能感动群众，打开局面，解决矛
盾。”李木根说。

2008年7月，辖区新农村建设工地进入关键时
期，各种利益矛盾纠纷时有发生。有个建设工地
上，70岁李大娘的儿媳3年前病逝，和儿子、孙子生
活在一块，仅有的3间老屋正好处在规划建设的要
冲，有关方面几次做工作搬迁，都没能成功。有人
想动硬强拆，恐怕激化矛盾变得不可调解。最后决
定调李木根出面调处。

他首先来到李大娘的家中询问、查看，发现
这家人生活困难，没有近亲投靠，一旦拆了老屋
就没了住处，这是老人最担心和儿孙最害怕的

事情。了解到实情后，李木根连夜组织有关各方
通报、会商情况。他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
无依无靠没有经济来源。在我们没有给老人一
家找好住所的情况下，对他们不能及时搬离应
该理解同情”。

李木根组织各方积极想办法，先为一家人
找到了带有院落的住所，筹备些生活必需品，亲
自送到老人家里。他深情地对老人说：“大娘，我
们开会商量过了，你不愿搬家是有原因的。现在
街道上为你安排了新的住处，免费居住直到新
房子下来，我来作证和担保”！一席话说得李大
娘掉下泪来，她抓着木根的手说：“俺什么也不
说了，明天就搬”！

就是在处理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李木根80
岁的老母亲病重住院，他白天在工地调解，晚上
床前尽孝。老人病危时，他正在工作岗位上，家
人的电话一遍遍催促他，他赶到医院时，母亲已
经撒手人寰。三天后李木根处理完丧事，就又按
时回到工作第一线，他说人死不能复生，工作却
一刻也不能耽误！

从1994年他当上司法所长起，老李的电话
就处于24小时开机状态，不管白天黑夜，无论分
内分外，只要乡亲们求助，他都想方设法帮着解
决，高峰时，一个晚上能接几十个咨询电话，眼
睛熬肿了，嗓子沙哑了，依然无怨无悔。

他把对群众的爱融入到事业中，赢得了十
里八乡群众对他的信任，他也声名远播，微山、
金乡等地的群众有了纠纷都慕名而来找他调
解。他带领的李营司法所去年被评为全国模范
基层司法所。

平原向夏津武城跨区域供水
两县136个村9万人喝上自来水

把人民群众当亲人
——— 记全国模范调解员李木根

□记者 杜辉升
通讯员 王南南 报道
本报临沭讯 7月8日，走进临沭县青云镇

青云街的惠农书屋，养猪大户王超强正在翻阅
《猪病200例》，他对记者说：“最近生猪行情非常
好，市场上卖到十五六元，俺养猪也起劲。没事
的时候来这里看看养猪方面的书，能学到不少
东西！”

临沭县把惠农书屋建设作为完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因地制宜，积极推行多元
化建、管、用模式，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
财政为支撑，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县、乡、村三
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根据农村生产生活实际和
农民阅读习惯，该县广泛征求有关部门专家的意
见，有针对性地选取农民看得懂、用得上的书。通
过结对帮扶、捐款援建、捐赠出版物等有效形式，
加速推进惠农书屋建设。至今，该县已累计投资
1000余万元，建立包括农家书屋、廉政书屋、计生
书屋、农家女书屋和远程教育电子书屋在内的五
类惠农书屋200多个，覆盖了全县三分之二的行政
村，惠农书屋有900多个品种图书和电子出版物，
拥有图书累计23 .7万册。其中，还有158个惠农书屋
达到了“有不小于20平方米的图书室、有便于借阅
的书架和便于保管的书柜、有固定的管理人员、
有图书500种、1500册”的“四有”标准。在建好惠
农书屋的同时，临沭县创新书屋共享模式，健全
乡镇综合文化站、社区惠农书屋公共借阅体系，
实现两级藏书有序流动和信息资源共享，并初
步建起图书更新网络，每年划拨财政专项资金，
确保图书资源“常借常新”。

临沭县石门镇金岭村养鸡大户刘富广是惠
农书屋的受益者，他说：“原来养鸡不懂技
术，碰上鸡瘟，几千只鸡几天之内就死光了。
现在村里建起了书屋，养鸡方面的书籍非常
多，有不明白的技术在书本上都能找到。”今
年他的6个养鸡大棚净赚了8万多元。截至目
前，临沭县有3万多从事特色养殖、种植的农
民从惠农书屋中受益，全县涌现出蛋鸡、奶
牛、生猪、花卉等专业村100多个。

临沭千万元建起

二百余惠农书屋

乳山市下初镇河南村村民曹永杰自2006年开始发展香草种植，目前，种植面积已达30多亩，种植品种有薰衣草、迷迭香、柠檬马鞭草等40多个
品种，产品畅销韩国、日本等国家，亩均年收入达6000余元。图为7月5日，工人正在曹永杰的香草种植基地里采摘香草。

□彭辉 赵静 报道

香草铺就致富路

眼下，枣庄市山亭区花椒刚有七分熟。由于消费者
对鲜花椒的需求大增，于是农民一改往年将成熟花椒
晒干销售的做法，纷纷提前采摘出售，每公斤鲜花椒价
格在7元左右。这是7月6日，徐庄村农民在采摘花椒抢

“鲜”销售。

花椒抢“鲜”卖

□张环泽 李宗宪 报道

□记者 宋学宝
通讯员 李生涛 翟强 报道
本报昌邑讯 昌邑市城乡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技

术近日通过省科技厅组织的成果鉴定，清华大学教授
聂永丰、国家环保部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研究员胡华龙
等9名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总
体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社
会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昌邑城乡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是由潍坊金丝
达实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该技术可以将收集起来
的生活垃圾经过磁选、破碎、淘洗、浮选等工艺，将
铁、重物（如建筑垃圾、陶瓷等）和轻质物分离开
来，铁回收利用，重物经过清洗后制成建材，淘洗液
和轻质物送入厌氧罐进行厌氧反应，产生沼气，所产
沼气用于发电。厌氧处理之后再将塑料、化纤、橡胶
等物质筛选分离，可收回利用，也可进行裂解生产再
生原油或进行气化生产燃气。厌氧处理后产生的污泥
经沉淀浓缩制成肥料。整个过程全部实现自动化，不
产生污染物，不造成二次污染，真正实现生活垃圾处
理资源化、无害化、产业化。

目前，该技术已申请专利17项，其中发明专利9
项。

昌邑生活垃圾

资源化利用技术

通过省级鉴定

□记者 任松高
通讯员 林永波 毕明光 报道
本报荣成讯 依托产业定向培养能工巧匠，瞄准

蓝区培育蓝领，让荣成四所职业学校毕业生成了抢手
的“香饽饽”，2000多名应届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100%。“我们学校数控、制冷专业的毕业生年前就被
用人单位高薪抢走了，临近毕业用人单位来招工，全
都空手而归。”7月6日，荣成市水产学校校长柴志良
告诉记者。

荣成市以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先行区为契
机，倾力培植壮大海洋生物食品、造船及零部件等六
大产业集群。教育部门引导各职业学校紧密围绕蓝色
经济战略开设专业，先后淘汰与地方经济发展脱节的
专业4个，合并重叠专业17个，新开铆焊工、管道
工、绘图技工等专业，与六大蓝色产业集群建立了全
方位对接。荣成各职校与60多家本地企业签订了合作
办学协议，密切了校企关系，使学校的专业和课程设
置更加贴近企业的用工需求。据悉，荣成市正在筹建
一处占地1000亩、在校生规模6000人的全日制省级海
洋职业学院。

荣成职业学校
瞄准“蓝区”育蓝领

□陈彬 胡彬 报道
本报博兴讯 国务院近日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博兴县传统编制技艺——— 柳编榜上
有名。这是该县继吕剧、“董永传说”入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第三个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项目。

柳编技艺是我国传统的手编技艺之一，有着800
多年的传承历史，历经数代民间艺人的传承、革新，
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民间传统手工艺术形式。特别
是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博兴柳编技艺在国内
外享有盛誉，产品销往美国、日本、西欧等20多个国
家和地区，深受群众喜爱，年出口创汇额达800万美
元，成为当地人民群众发家致富和经济收入的主要来
源。博兴县因此也成为远近闻名的“柳编之乡”。

博兴柳编入选第三批
国家级非遗名录

7月11日，在无棣县水湾镇康刘村土地流
转入股分小麦现场，村民们领取到分得的麦子
后异常开心。康刘村针对农村青壮年脱离土
地、部分土地无法合理耕种甚至撂荒的现状，
成立了惠康农机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实现机
械化规模经营。入股农民每年每亩土地可分红
225公斤小麦。

□王秀丽 王希鹏 报道

合作社分麦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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