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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6版《一技八级缘牵枣
庄》，文中第4栏第27行“你把我胳膊
搬下来”，“搬”应为“扳”。

□济南市热心读者 李惠东
6月27日：4版《“分水岭”面前

需要一分静气》，文中第1栏第1行
“全国各省区2013年高考成绩基本公
布完毕”，“各省区”应为“各省市
区”或“各省份”。

12版《确实惹不起 !泰山三球负
国安》，文中第1栏第3行“此役过
会”，“过会”应为“过后”。

6月25日：10版《蓬莱港原木吞吐
量同比增长6 7 %》，文中倒数第5行
“面对今年依然严峻的市场形式”，
“形式”应为“形势”。

□无棣县热心读者 千意

读者纠错

日前，由于济南市兴济河东路、
西路道路破损严重，公交27路车改了
运行路线，改线后从兴济河与K107、
K9 1、7 6路线重合向八里桥方向驶
去，减少了原本途经省立医院西院到
德兴街的7个站点。而在此之前，由于
7路车的改线，让张庄路西部的居民，
特别是去森林公园的游客往来饱受了
出行之难。这些，因为居民多次反
映，济南公交公司于是开通了701路区
间车用来缓解。但7 0 1路运行频次太
低，居民反映半小时等不来一辆车。

关于701线路车辆少的问题，济南
公交公司回复是，司机少、车辆少，
周转不过来，这可以理解。可是，为
什么不把之前老百姓反映的意见，结
合27路公交车改线好好落实一下———
让改线的27路车沿701公交线路森林公
园段行驶，以弥补森林公园这一路段
公交车少的不足。我个人算了一下，
27路公交车沿701线路行驶后，往返运
行里程比目前线路增加约2公里，站点
增加4站，但比未改线前的7站减少了3
站，运行时间增加约5分钟左右。总体
上讲，增加的时间、里程不会增加多
少成本。可是济南公交公司却说，因
会增加运行成本，不能采纳居民们的
建议。

济南公交公司作为公益性质的单
位，在建设都市公交、方便市民出行
方面，应该更多地从社会效益出发，
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绿色出行、环保
出行的需求。从这点上讲，济南公交
公司有必要深入森林公园游客及周边
居民中征集、调研一下民意，然后再
决定27路线路行驶问题。不要想当然
的一拍脑袋就决定了。要相信群众的
智慧，多走走群众路线，切实搞好调
研。

□济南读者 徐可顺

济南公交车改线
应征求民意

■ 走四方 看文明

□ 本报记者 鲍青

随着消费市场对肉食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各地
乡村的家禽养殖如雨后春笋般兴旺起来。家禽养殖
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但操作稍有不
慎，极易成为荼毒一方环境的罪魁祸首。枣庄市市
中区税郭镇南安城村东侧的一家养鸭场，就被村民
视为造成村内小河“臭不可闻”的始作俑者。

7月11日，记者赶赴南安城村，实地体验了一
把“臭味熏天”的沿河之旅。

糊涂规划———
排污口设在河流上游

亲临现场，你会觉得非常奇怪：养鸭场选址究
竟是误打误撞，还是有意为之？因为它的选址，除
了损人利己外，毫无科学性可言。

7月11日午时的税郭镇南安城村，晴空万里，
酷热难当。在盛夏天气的“合力”作用下，村落东
侧养鸭场独家酿制的“特殊气体”在此刻臻于极
盛。“味臭不怕巷子深”，可千万别小觑这种气
体，它的威力竟如此之大，即使站在养鸭场30米开
外，记者还是被熏得头晕目眩。村民张安民(化名)
却说，如此程度只算“臭味大餐”上桌前的“开胃
小菜”。只因“更浓烈、更严重的臭味不在此处，
想要闻臭，得到北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迂回绕行，记者来到了养鸭场
北门外。实地体验过后，方知晓村民所言非虚。因
为地势南高北低的缘故，养鸭场产生的大多数污秽
物都汇集于此并径直排出，故而这里的臭味不知要
比对面强烈多少倍。除了空气污浊难闻外，家禽养
殖产生的粪便等污秽物，从这里直接丢弃进了门外
的小河。糟糕的是，养鸭场恰好位于小河上游段，
小河则流往南安城村。换句话说，家禽粪便在河水
的携带下，将顺流而下进村入户。“你说这样的选
址是不是太混蛋了？排污刚好在上游，下游谁能受
得了？”村民们觉得养鸭场的选址实在是愚蠢至

极，丝毫没有考虑他人的感受。
据村民介绍，村内河水也曾清澈见底、清凉如

冰。平静的状态一直到几年前被打破：一村民想靠
养殖发家致富，盘下了小河上游的一片土地，建起
了六七亩大小规模的养鸭场。自从那时起，家禽粪
便就开始源源不断地往小河里倾泻。曾经如此美好
的小河，随即被判处了“死刑”和“臭刑”。

糊涂选址，贻害无穷。

连锁污染———
小河受伤居民遭殃

为了弄清楚小河的受污状况，记者沿着小河畔
逶迤前行。目之所见，皆是黑色的死水臭水，小河
再也寻不到往日的生机。

因为长时间的粪便倾泻，小河上、中游的水质
已经趋于一致——— 统一的墨黑色死水。河道内堆积
的污秽物，在强烈光照的作用下持续氧化，往空气
中喷洒刺鼻的气体。而河水表面聚集大量飞舞的蚊
虫，嗡嗡声不绝于耳。即使记者不断后撤，无处不
在的臭味和蚊蝇也令记者无处遁逃。

因为养鸭场在河流上游排污，污染物的一部分
并不会就此止步。村民告诉记者，早先小河水量充
沛流速较快，污染物会随着奔流的河水顺流而下，
散布停留在河道的各个角落。记者看到，从养鸭场
西行百米的距离，河道内也冲积着黑糊糊的污染
物。

污染物遍布河道，可害苦了沿河居住的村民。
据介绍，冬天里小河味道尚能忍受，一入夏河水便
会持续发酵，喷薄出浓烈的粪便臭味。这种臭味浓
度高，持续时间长，周边居民无处可躲，防不胜
防。“这相当于把屋子建在一排厕所的旁边，还是
个露天厕所，你说谁能受得了那味儿？”村民们苦
不堪言却无计可施。

为了有一个相对清洁的生活环境，村民们也采
取了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例如晚上关窗，虽然
闷热难当，但希冀能有相对清新的睡眠环境。虽然
效果不佳，但总比开窗纳臭好得多。

除了臭味弥漫外，河水变质带来的危害究竟
有多大，谁也说不上来，但内心都充满了疑惑和
惶恐。有人疑虑，虽然喝上了自来水，但河道里
的臭水会不会污染空气传播疾病？不可否认的事
实是，自从河道变色以后，附近的蚊蝇数量大大
增加。蚊蝇以臭水河为家，在此产卵滋生，极易
传播疾病。

而周围村民内心中也充满了矛盾——— 内心怨声
载道，知道治本的方法是恨不得即日就把祸害环境
的养鸭场关停；但碍于邻里乡亲的关系，至今还没
人愿意撕破脸皮。“最多就是客气地提提意见，但
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小河旁的一位居民表示。

“勤劳致富”“生态兼顾”，
不可偏废一方

如同行使权利不能损害他人一样，走致富路也
不能荼毒生态环境。南安城村养鸭场让业主自己走
上了康庄大道，却给下游的村民带来了无尽的祸
害。如此“臭气哄哄”的致富之路，其实不要也
罢。而指望养鸭场业主知错能改，下大气力加以整
改，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治理养鸭场环境污
染，更需要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和督促。

7月22日下午，记者致电枣庄市市中区环保局
反映养鸭场污染问题，不过该环保局执法大队的电
话却一直无人接听。无奈之下记者向该局办公室索
要了法制宣传办公室电话。记者反映完养鸭场污染
河流，臭味扰民一事后，该工作人员表示将立刻向
相关领导反馈此信息，并会给记者一个答复。但截
至记者发稿时为止，也并未接到枣庄市中区环保局
的回复电话。市中区环保局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
记者和村民都不得而知。

不过，此事在南安城村民眼中却很容易处
理——— 南安城村河流一侧的居民盼着，市中区环
保部门能够雷厉风行，遏制住不断扩散的粪便污
染。“不一定要关闭养鸭场，可以让他把粪便运
到别处处理掉。”某村民为环保部门出谋划策
道。

枣庄市市中区税郭镇南安城村一养鸭场污染环境

致富路上不应“臭气哄哄”

□ 本报记者 肖芳

同处一个乡镇，同一工程施工，耕地均被占
用，为何一个村的村民每亩地获得补偿款上万元，
另一个村的村民却分文未得？

近日，德州市夏津县白马湖镇东梁庄的村民不
断致电本报编辑部，反映“南水北调”工程占用村
里数亩耕地，村民却未能拿到补偿款、利益严重受
损的情况。就此，记者赶赴当地展开调查。

征地遭遇“零补偿”

东梁庄村北头，紧挨着成片的玉米地，一条输
水渠刚刚竣工。河道深约5米，河沿砌石护坡。河
流之上，矗立着一处水闸建筑，最高处醒目地印着
蓝绿相间的“南水北调”工程主标志，墙上还贴着
山东省公安厅和山东省国土资源厅等联合下发的
《关于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管理的通告》。

据东梁庄村的村民介绍，这段“南水北调”工
程水渠，是在原有自然沟渠的基础上，占用周边村
民的部分耕地，改道、深挖、疏浚而成。

夏津县政府公开信息显示，该县的“南水北
调”工程属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工程鲁北输水段，
于2009年3月开始动工，涉及白马湖、宋楼、银
城、开发区、苏留庄等11个乡镇(街道、开发区)、
113个村庄，总投资4 . 7亿元。该工程历时4年3个
月，已于今年的6月13日试通水成功。

然而，如此浩大的国家惠民工程，却让东梁庄
的4户村民陷入不满：耕地已被占用，工程也已竣
工，他们却迟迟没有拿到国家给的占地补偿款。

记者了解到，在“南水北调”工程中，东梁庄
村共有董印昌、李玉堂、李自生、董广昌等4户村
民被占用耕地。至今，他们中没有一户人家拿到占
地补偿款，也没有人知道具体的补偿标准。“种了
十几年的土地，难道就这样白白被占了？”

一个让这4户村民更加难以接受的消息是，与
东梁庄村比邻而居的祁庄村，也有不少村民被占
地，他们却均已拿到占地补偿款。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7月11日，记者来到与东梁庄村紧邻的祁庄

村。在“南水北调”工程中，该村共有80多户村民被
占用耕地。记者在村内随机打听到一户被占地的田

姓村民。该村民对记者表示，自家约有0 . 5亩耕地被
永久性占用。目前，万余元的占地补偿款已经到位。

随后，记者找到祁庄村党支部的王书记，咨询
“南水北调”工程占地补偿一事。他表示，根据县
里的统一标准，“南水北调”工程永久性占地每亩
补偿2万元，临时性占地每亩每年补偿1000元，连
续补偿两年。目前，这笔补偿款已分两批发放给村
民。“永久性占地补偿款已经全部发放到村民个人
卡上，临时性占地补偿款已经下发1500元，还剩
500元没发。”

按此标准，东梁庄村的占地补偿款约有数万
元。这笔钱，到底去了哪里？

村干部被指“私吞”

村民们首先找到东梁庄村党支部书记付广荣，
就占地补偿款一事讨要说法。付广荣的回答一直闪
烁其词，甚至前后矛盾。

据村民们回忆，付广荣一开始说“根本没有这
笔钱。”后来又说有这笔钱，“由村里代为保管，
等过段时间再发”。

迟迟等不到领款通知，村民们便继续到村委会
追要。这时，付广荣的态度有了耐人寻味的变化。
他承认的确有这笔占地补偿款，但村民们必须拿出
耕地被占的“证明”来，说明具体被占亩数，才能
领取补偿款。否则，“没有证明就不给钱”。

他的这一说法让村民们很是疑惑：“耕地被挖
成了河道，事实就摆在眼前，怎么还需要证明？”
他们不知道这个“证明”到底是何物，更不知道该
去哪里开具。

记者在祁庄、小屯等村多方打听得知，所谓
“证明”，是由村委会为村民开具的占地情况说
明。在工程开工之前，祁庄、小屯等村的村两委成
员，曾让村民带着身份证和户口本，到地里现场测
量每户被占地面积，进行详细记录，并为每户村民
开了一张单据，作为日后领取占地补偿款的凭证。

而在东梁庄村，并没有这样一个公开的量地过
程。被占地的4户村民，均未曾收到量地通知，更
没有拿到任何领款凭证。

村民们感到愤怒：当初量地时，村干部不通知
村民，自己悄悄去量了；量完之后，也没有进行公
示，更没有为村民出具凭证；现在，占地补偿款拨
下来了，村干部却要村民凭证据领款。这一不合常

理的过程，引发了村民的不满和揣测：“这是个不
算高明的圈套，目的就是为了私吞全村的补偿
款。”

量地上报暗藏“猫腻”

今年以来，就拿不到占地补偿款一事，东梁庄
村民曾多次去白马湖镇党委政府反映情况。

白马湖镇政府表示，按照政策规定，“南水北
调”工程占地会进行补偿。至于东梁庄村民为何没
有拿到补偿款，镇里会进行调查，“给村民一个说
法”。但是，半年过去了，东梁庄村民既没拿到补
偿款，也没得到任何调查结果。

为搞清东梁庄村占地补偿款去向，7月11日记
者联系到白马湖镇分管东梁庄片区的一位张姓领导
干部进行仔细询问。从他的解释中，可大致了解事
情原委。

该干部承认，“南水北调”工程占地补偿款已
经下拨，东梁庄村的补偿款本已被该村党支部书记
领走了，但是“现在又送回了镇里”。之所以会出现这
一波折，是因为“有几户村民一直在找这事儿”。

原来，东梁庄村干部在上报本村占地情况时，
是以“集体开荒地”的名义上报的。按照相关政
策，未承包到个人的集体所有土地，补偿款属村集
体所有。因此，镇里便允许东梁庄村党支部书记将
补偿款全部领走了。

张姓干部表示，接到东梁庄村民反映的情况
后，镇里调查发现这些土地属于个人承包地，补偿
款应该发放到个人手中。目前，镇里已要求东梁庄
村干部将钱交回镇里，协调经管站重新办理发放手
续。“有一些程序必须要走。走完之后，会将钱发
放到村民个人。”至于具体何时发放，该干部并未
作出承诺。

随后，记者联系到白马湖镇经管站。站长张淑
霞表示，东梁庄村的占地补偿款目前的确在经管站
上，但是需要村里重新统计上报每户占地亩数，才
能按户发放。

令村民们失望的是，情况反映到镇里已达半年
之久，但村民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关于重新测量土地
的通知。

村民们希望，白马湖镇党委政府能够到现场调
查实情，不要偏听、偏信，更不要拖延、推诿，切
实改变作风，尽快给村民一个交代。

德州市夏津县白马湖镇东梁庄村干部被指“私吞”补偿款

“南水北调”征地补偿款去哪了？

■ 追踪

□记者 鲍青 报道
本报讯 《大众日报》于

7月17日在读者版上，以《高
铁轰鸣下的琅琅读书声》为
题，报道泰安市岱岳区天平街
道办西黄小学，因政府部门推
诿扯皮，致其5年无法搬迁，
孩子们与高铁比邻读书，遭受
到强烈频繁的噪音伤害。报道
见报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
注，人民网、新华网、凤凰
网、新浪网等多家知名网站予
以转载，一些读者给本报编辑
部打来电话表达意见。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
不能苦孩子”，这些几乎人人
耳熟能详。农村教育本就处于
弱势地位，理应享受政策倾
斜。但光彩照人的口号背后，
却是泰安市政府相关部门对农
村教育的漠不关心。一家由幼
儿园和 小 学 组 成 的 农 村 学
校——— 西黄小学，虽然条件差
设备简陋，却是100多位乡村孩
子启蒙开化的主要场所。小学
环境好坏与否，直接维系孩子
身心的健康成长。诚如一位家
长所言：“天天在轰隆隆的环境
下读书，还能把书读好吗？”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
“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
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
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
若想少年健康成长，自然离不
开科学完善的教育硬件保驾护
航。以此为标杆衡量，西黄小
学的教育现状甚至连“不及
格”都达不到。

在造成西黄小学困局的原
因中，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坚持教育先
行、增加教育投入一直是个老
生常谈的话题。但仍有人认
为，把钱投向教育尤其是投向
农村教育是个“无底洞”，看
不到成绩又捞不到政绩，远不
如抓GDP来得风光……正是这
些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导致
农村教育畸形发展、欠账严
重，成为教育事业的“短板”
和“洼地”。泰安市有关部门
在该所学校搬迁问题上的一拖
再拖，与发展旅游业乐此不疲
搞建设的热情相比，着实具有
辛辣的讽刺，更与践行群众路
线背道而驰。

西黄小学困局何解？西黄
村一位村民的话最能代表群众
意见：“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
积极行动起来，拿出给政府及
其部门修建超标官衙官宅的气
魄来，采取有效措施尽快为该
校搬迁，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安
静安全的学习环境，也算是当
地党委政府根除‘四风’的新
建树。”

西黄小学紧邻高铁5年，

何时远离噪音之殇

农村教育总成

“弱势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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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南水北调”如此浩大的国家惠

民工程，却让德州市夏津县白马湖镇

东梁庄的4户村民陷入不满：耕地已被

占用，工程也已竣工，他们却迟迟没

有拿到占地补偿款。而一个让这4户村

民更加难以接受的消息是，与东梁庄

村比邻而居的祁庄村，也有不少村民

被占地，他们却均已拿到了应得的补

偿款。他们诘问：“种了十几年的

地，难道就这样白白被占了？”

昔日耕地，已变为沟渠，被占

地村民却依旧没有拿到补偿款。

□记者 肖芳 报道

欢迎关注本版新浪腾讯凤凰微博
@大众日报读者版

手机号为1300……的读者反映：
我们是烟台市长岛县大钦岛乡东村的
海带养殖户，反映我们这儿海带晾晒
场乱收费的情况。这么多年以来，他
们收费从来都是不给我们出具正规发
票的，收费标准也不公开透明，还经
常索取东西用来顶账。据我们了解，
他们收取的款项也没有全部上交县财
政。为此，我们群众向上级部门反映
了多次，但始终没人管。我们恳请政
府有关部门能够实地走访一下养殖
户，帮助我们解决乱收费的困扰。

烟台长岛县大钦岛乡东村

海带晾晒场收费不透明

《大众日报》编辑部：
贵报读者版7月17日刊发“齐鲁民

生”，反映罗庄区盛庄办事处石埠村
污水直排地下的问题。该村现属临沂市
高新区管理。报道见报后，高新区管委
会高度重视，成立调查组调查处理。

经调查，该公司工艺控制简单，
防渗措施不到位，多处储水池含苯系
物，没有污水处理设施，存在严重环
境安全隐患。高新区管委会已责令该
公司停产整顿，限期整改。并要求该
公司将储水池污水做无害化处理，重
新做防渗处理。逾期完不成整改，则
依法予以关停。目前，该公司已停止
生产。

临沂市高新区管委会
2013年7月25日

德源医药科技公司
已停产整顿

核心提示

一个养鸭场，让

村中昔日清澈的小

河变得臭气熏天、

污秽不堪，居住在

河边的村民们苦不

堪言却无计可施。

“家禽粪便排在河

的上游，下游谁能

受得了？”村民们

觉得养鸭场的选址

丝毫没有考虑他人

的感受。养鸭场让

业主自己走上了康

庄大道，却给下游

的村民们带来了无

尽的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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