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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肖芳

“无论白天晚上，我们家里都是臭味弥漫，
熏得人连饭都吃不下去！”因不堪忍受邻家猪舍
恶臭熏天，海阳市凤城街道办事处芝芳村部分群
众，近日不断致电本报编辑部，反映村中一些养
猪户不注意环境卫生，产生大量污水和难闻气
味，影响周边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就此，记者
赶赴当地进行调查。

恶臭、污水，养猪带来污染
11月19日，记者来到芝芳村。刚到村庄西头

路口，记者便隐约闻到一股粪臭味。仔细一看，
原来村口紧靠马路的一处大院内，建了一排猪
舍，里面不时传出猪的哼叫声。

路过的芝芳村村民高大爷告诉记者，冬天天
气变冷，村里的养猪户为防止冻坏猪仔，用塑料
布对猪舍进行了篷盖，空气中的臭味大大减少
了。“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整个村子都臭烘烘
的，大人、孩子都受不了。”高大爷说，村西路
口是村里孩子每天等待校车的地方，“小孩儿上
学、放学路过这里，经常是憋着气跑过去，因为
那臭味儿实在让人恶心”。

不只是村西口这一家养猪户，芝芳村里的其
余养猪户，也因为自家猪舍的恶臭、污水等问题
遭到村民们的指责。

记者走访得知，芝芳村共有200余户村民，其
中养猪户有20户左右，均为散户圈养生猪。每家
的母猪数量多则十来头，少则一两头，并没有形
成规模养殖。猪舍多位于养猪户自家庭院中，选
择东西厢房的位置自行搭建而成，与邻居家往往
只有一墙之隔。尽管猪的数量不算多，但是由于
猪圈空间狭小，极易堆积粪便，产生臭味。

走在芝芳村，村民房前屋后，随处可见流淌
着青黑色污水的排水沟。在一些养猪户门口，沟
内污水甚至外溢，直接流到了道路边上。村民们
介绍说，养猪户清洗猪舍产生的污水以及部分猪
尿、猪粪，直接排放到露天排水沟里，不仅产生
难闻的臭味，还经常堵塞沟渠，导致污水外溢，
四处横流，影响了村容村貌。“冬天还好，臭味
小点儿。夏天一热，恶臭扑鼻，蚊蝇成群，人闻
了饭都吃不下去。”

养猪污染引发邻里矛盾

在芝芳村，养猪产生的臭味、污水，不仅破
坏了村庄生态环境，也引发了不少邻里矛盾。

例如，村民王洪军和刘清泉，两家东西相
邻，仅一墙之隔，平日关系处得还算不错。2010
年左右，王洪军在自家院子的西厢房位置建起猪
舍开始养猪，最多时存栏量达到20多头。

由于养猪量不断增加，猪舍污水流到了门前
路上，猪粪堆积产生的浓烈臭味，让仅有一墙之
隔的刘清泉家昼夜不敢开窗。为此，刘清泉多次
找到王洪军理论此事，双方还因此发生口角，甚
至肢体冲突。好好的邻居，就此变成了不相往来
的冤家。

养猪本为致富，不料却招来众多乡邻指责，
养猪户们对此也有一肚子苦水。

一位姓王的养猪户对记者坦言，夏天猪圈确
实比较臭，但他每天都会清理两次，猪粪也会定
期运到村外自己家的地里。“自古以来，谁家养
猪没点臭味呢？我们养猪的也不容易，受了不少
罪，还赚不了几个钱儿。”

据他介绍，现在猪价波动大，猪饲料比粮食
还贵。一窝猪仔十几个，起早贪黑喂6个多月才出
栏。如果行情好、没大病，能赚个三四千块钱。
碰上行情不好，也就赚个一两千块钱。要是运气
再差点，碰上个大病大瘟，肯定就得赔本。

传统粗放式养殖需改变

记者采访多位养猪户发现，芝芳村养猪大多
仍沿用传统粗放的管理模式，养殖水平较低，经
济效益不高。

农户们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建起简易的猪舍，
有的干脆利用原有的旧房屋，稍加改造就成了猪
舍。这些猪舍，布局多为东西朝向，并不合理，
栏舍的结构也不科学。有的猪舍内阴暗潮湿，采
光、通风条件均不理想，冬冷夏热。有的猪舍地
面长期积水积尿，生猪在猪舍中等于“坐水
牢”，臭气熏天，无法健康生长。

由于饲养管理、疾病防控等方面存在漏洞，
芝芳村的妊娠母猪产出死胎的事情并不鲜见。不
久前，一位王姓养猪户家的一头母猪，便产下了
十几只死亡的猪仔，一家人损失较重却又无可奈
何。

芝芳村目前的养猪产业，不仅存在效益风险，
而且污染环境、影响村容，已经成为村民们的共识。
正因为如此，如何规范养猪、改善村貌，成为芝芳村
两委班子换届选举期间的首要承诺。

在芝芳村两委候选人发给村民的一份宣传材
料中，记者看到，规范养殖、美化环境被放在了
选举承诺的第一条。“在山外统一划片建设养殖
区，成立合作社，带领村民搞养殖。修砌水沟，
美化环境，保证污水顺畅排放，把街面修平整，
硬化街道……”

这给芝芳村的村民们带来了新的期待。村民
们希望，养猪户能够重新选址，远离居住区，还
大家一个整洁、清新的生活环境。而养猪户们也
希望在村委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把猪舍
搬迁到人烟稀少、环境清静之处，既不影响别
人，也不受外界干扰，还更有利于生猪的生长。

在村中院内养猪，不仅产生污水、恶臭，还易引发邻里矛盾

养猪，能否离居住区远一点？

□ 本报记者 鲍青

有读者近日致电本报编辑部，声称其是济宁
市任城区2012年招收的160名高校见习生中的一
员。据这名见习生反映，“2009年招收的第一届
高校见习生均得到妥善安置。而我们这一届见习
生拿着最低生活补贴见习了两年，却落得个就地
解散的下场。这样的结局我们断不能接受。”

11月25日，记者赴济宁市任城区进行实地调
查。经调查发现，初衷为提升高校未就业毕业生
职场竞争力的见习，因为2009年看似圆满的“双
赢结局”，逐渐被当成通往事业编制的“终南捷
径”。因此，在明知协议明文规定见习期满不负
责安排就业的情况下，报考者依然蜂拥而至。他
们宁愿承担未来风险，挤破脑袋也想要跻身其
中。只因为，他们相信“2009年的(见习生)能得到
安置，我们也会如此。”

如今，众人期待的“就业转正”无法落实，
耗费了两年光阴的见习生们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冷冷沉思，潜规则思维的盛行，让这160名见习生
们承担了太多无谓的代价。

怪象：
低待遇无保障的“见习”引来千人报考

2012年6月，一则不起眼的招收通知，改变了
许多人的人生轨迹。

济宁市任城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从往届未
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中选聘160名，分配到7家单位
和公司见习。通知规定，见习期为一年，不得重
复见习。而招收见习生的初衷，是为了“充分调
动社会资源，促进高校毕业生最大限度就业”。

记者查阅资料获悉，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
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资委、工商总局、全国工商联和共青
团中央联合下发《关于印发三年百万高校毕业生
就业见习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38号)，决定
自2009年至2011年，拓展和规范一批用人单位作为
高校毕业生见习基地，用3年时间组织100万离校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

见习的目的，是为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见习结束后，能否留用则是个概率事件。而见习
基地往往并不负责见习生们见习期满后的工作安
置。

记者见到了任城区2012年招聘见习生的列
表，其中既有城管局、管委会、街道办这样的机
关单位，也有碳素集团、金宇商贸这种民营企
业。见习生代表张桂华(化名)告诉记者，无论分配
到哪个单位，都和工作单位没有劳动关系，待遇
也不由工作单位发放。

按照招聘要求，这一届招收的160名见习生，
见习期为一年，见习期间按月给见习生发放不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生活补贴。据见习生代表
介绍，2012年的生活补贴标准是每月1100多元，

2014年涨到了1220元。但生活补贴并没有按月发
放。“往往是半年或8个月发一次，不固定。”

按照常理推测，每月1000来块钱的补贴，且
没有任何保障，应该是少有人问津才合理。事实
却是，160人的招收计划却吸引了1000多人参加考
试，竞争非常激烈。见习生们介绍，参考者中甚
至包括在汽车4S店或外企工作、月薪在5000元以
上的辞职人员。

原来，2009年济宁市任城区就招收了120多名
高校见习生。2010年见习期满后，这120多人继续
见习。等到两年见习期满(见习两年并不符合规
定——— 记者注)，任城区委区政府下文要求解决这
些见习生的工作岗位问题。当时仍在岗的113人被
分流至任城区街道办和乡镇的公益性岗位。在这
些岗位，统一签订3年劳动合同，属合同制用工性
质。知情人称，这113名见习生中，大多数都是在
任干部的子女。

因此，名为“见习”，实质上变成了“正式
就业”的一条“终南捷径”。所以，2012年任城
区再次招收见习生时，许多报考者踌躇满志，誓
要从报考大军中脱颖而出。

现状：就地解散，“耗费两年青春”

在经过报名、考试、面试、体检、政审、公
示等一套复杂的程序后，被录取的见习生每人签
署了一份见习协议。见习生代表向记者表示，协
议签署后，马上就被收走了。

因为笃信“2009年的经验”，见习生们对见
习协议中至关重要的一条均“视而不见”。

在记者获得的见习协议电子版中，招收见习
生的初衷被调换为“为帮助乙方(见习生——— 记者
注)提升职业技能和增强就业竞争力”。虽然意思
和“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促进高校毕业生最大限度
就业”相仿，但细细品来意味却不同。而且在协
议第一条末尾就明确表示，“区毕业生就业主管
部门及甲方不负责乙方见习期满后的工作安
置”。

见习生们没想到的是，一届之隔，身份相
同，境遇霄壤。

2013年7月，一年见习期眼见即将到期，但见
习生们盼望的转正分配却迟迟没有动静。为此，
不少见习生开始联合上访，迫切希望解决自己的
身份问题。见习生代表黄如归(化名)告诉记者，他
们上访3天后，任城区人社局的领导就到了各个单
位，传达了区委区政府的答复。

记者听到了当时与会者录下的音频。在传达
会上，人社局领导态度较为含糊，留给见习生丰
富的想像空间。该领导表示，考虑到实际情况，
区委区政府再给大家一年的机会，希望见习生们
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区委区政府的希望。其他领
导虽然谈到因为见习期仅有一年，下一年见习生
的工作身份转变为“帮扶工作人员”，但更多地
却是强调工作纪律维护和领导寄予的厚望。

而这个态度，让在场的见习生代表误以为

“只要再见习一年，就能和2009届的见习生一
样，拥有固定的工作岗位。”因此，即使面对每
月1220元的微薄收入，大多数见习生还是选择了
在原单位继续见习。

如今回想起来，见习生代表们后悔不迭。
“政府职能部门就是想把我们稳住，不让我们继
续上访。所以才给了我们这么个模糊的态度。如
果早知道现在还是就地解散，谁会为了每月1200
多块钱的工资再耗费一年的时间。”

天下没有后悔药。两年期满后，人社局工作
人员再次来到各个单位，传达区委区政府的决
定，要求见习生们自主择业，就地解散。因为对
这个处理结果不满意，部分见习生再次联合上
访，要求解决自己的待遇问题。

今年8月，见习生们在网络问政网页留言，反
映见习生工作安置问题。政府职能部门均以“正
会同组织部门协商处理”作为回答。见习生代表
赵华清(化名)表示，以后无论怎么在网上留言，政
府都以这个答案作为标准。“我们就在慢慢等待
政府的最终表态。”

11月10日，任城区人社局和信访局的工作人
员再次来到各个单位，传达了区委区政府的最终
决定。所有见习人员全部“自主择业”，区人才
交流服务中心可以为见习生们继续免费管理档
案，他们可以免费参加招聘会。对此“优惠条
件”，见习生们嗤之以鼻。

网络问政不成，见习生开始走上访路线维权。

区人社局：
解决见习生工作“没有政策依据”
11月26日，记者来到济宁市任城区琵琶山北

路的任兴商务中心。位于该中心3楼305房间的仲
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见习生解决工作并没有
政策依据。见习只是为了帮助高校未就业毕业生
增强就业技能。

对于“2009年那一届见习生缘何得到安置”
的疑问，该工作人员强调，当时乡镇街道办岗位
出现了空缺才得以安排。“现在乡镇岗位原则上
不再增加，根本无法安置见习生。”

任城区委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
露，2012年招收的这届见习生，机关干部的子女
占了相当一部分。这些人的父母肯定都清楚，如
今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都是“逢进必考”，根
本不可能通过“见习”这个途径得到解决。“其
中一些见习生在见习期间就考上了公务员、事业
单位，可以自由报考的。”而对于目前上访的见习
生，该工作人员觉得其存在侥幸心理，希望通过上
访来获得事业编制。而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也是对
其他人的不公平，是违反政策的做法。

人社局仲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2013年开
始，任城区由各企业自主招收见习生，根据见习
期间表现决定录用与否。他发出感慨，本是为了
帮助未就业毕业生增强就业技能的事情，如今却
出现了激烈冲突的局面，让人非常遗憾。

■ 社情调查

百余名高校见习生因未获就业安置而上访

一场疑似“潜规则”引发的维权

□ 本报记者 鲍青

近日，有莱芜市读者致电本报
编辑部，反映在莱芜市莱城、钢城
两区交界处，不同村庄的村容村貌
差异很大，判若霄壤。读者质疑，同处
两区交界处，理应享受相仿的环卫待
遇，为何村环境差异如此之大？

11月27日，记者赶赴莱芜市进行
实地调查。

钢城区颜庄镇牛马庄村，位于
国道205旁的小土丘上。村庄规模不
大，略显陈旧，却收拾得井井有条。记
者看到，在村庄通往国道的拐弯处，
摆放着两辆垃圾车。一位村民告诉记
者，村庄配备的垃圾桶数量不多，但
只要把家里的垃圾收拾打包好放在
门口，就有人收拾去。所以“村庄环境
才保持得很好。”

唯一让该村民有些不适应且忧
心的，是从村中央经过的铁道。记
者看到，该铁道正从牛马庄村中央
穿过，村民往来都需要横穿铁道。而
该铁路并无专门人员看护，也没有升
降杆阻止村民及车辆前行。两个月之
前，村中一户开出租车的人家，就在
清晨拉货回家时遭遇车祸，车毁人
亡。目击者告诉记者，出租车被火车
拉出去500多米，人直接就不行了。他
担心，村里顽皮的孩子和耳背的老
人，会在过铁道时遭遇危险。

而位于钢城区西北的窑货厂、东
红埠两村，环卫状况和牛马庄村大同
小异。虽然村庄垃圾桶等环卫收集设
备不多，但环境整体状况却保持良
好。村角的坑洼、池塘、沟渠也打扫得
干干净净。村民们告诉记者，如今他
们已经养成了不随手丢垃圾的好习
惯。“只要把垃圾包裹好，放在门口，
就能保持好环境，谁不愿意啊？”

可在莱城区辛庄镇兴隆庄村，
虽然经过整治，但残存的生活垃圾
数量依旧可观。兴隆庄是一个南北
长3里地的大村庄。在村南头的角落
里，还能见到大量的陈年垃圾残留。
路过的村民告诉记者，村庄内部已经
过环卫整治，但村外的环境问题目前
还没有得到解决。大量垃圾堆积在
此，每逢夏季高温，都会散发浓烈臭
味，还会孳生大量蚊虫，给村民们的
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村民们希
望，村里能加快对残余垃圾进行整
治，创造一个干净的环境。

■ 城乡环卫一体化曝光台

两区交界处

村貌大不同

□记者 肖芳

报道

芝芳村一家养

猪户门口，露天直

排的污水流到了大

街上。

手机号为1502……的读者反映：我是居
住在高唐县城北大田小区的业主。该小区
有两三千住户，住户结构相对复杂。今年8
月底，我新买的电动车在储藏室内被撬锁
盗窃了。我准备调取小区门口的监控查看
一下，发现东西大门的摄像头仅仅是摆
设，小区其它地方也没有探头。正因如
此，小区内虽时有盗窃事件发生，却也没
有任何查证手段。我们建议小区内重点位
置安装好摄像头，为业主调取监控资料，
发现作案证据提供方便。

□记者 鲍青 报道
本报讯 《大众日报》在11月23日的读

者版上，刊登了《整治“垃圾围村”迫在眉
睫》的稿件，曝光汶上县苑庄镇朱村、林
楼、马堂等村庄“垃圾围村”状况严重的问
题。稿件见报后，才引起苑庄镇党委政府的
高度重视，并着手对户外垃圾进行清理。

《整治“垃圾围村”迫在眉睫》的监督
报道见报后第二天，即11月24日，苑庄镇政
府重点安排部署村外垃圾集中整治工作。苑
庄镇政府决定，从12月1日起，将组织有关
部门对村外垃圾集中整治工作效果进行验
收。对开展效果较好的村，按照各村人均2
元的标准进行奖励；对效果较差的，群众反
映不好的村，取消今年一切评先树优资格。

■ 报道回音

汶上县苑庄镇

着手对户外垃圾进行清理

高唐县城北大田小区

监控摄像头成摆设

■ 报道追踪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讯 本报读者版11月23日刊发《天

花板等多处裂缝 回迁房质量堪忧》一文，
报道临沂市临港经济开发区团林镇薛家黄所
村，整体搬迁后的多栋回迁住宅楼存在裂缝、
漏水等质量问题。报道刊发后，当地党委政府
做出承诺，力争11月底之前完成整改。

11月24日，团林镇党委政府回应称，针
对群众反映的回迁楼房质量方面存在的问
题，由区纪委、建设局、团林镇组成联合调
查组进行调查，将根据各方主体责任的大
小，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同时，会同设
计、施工、监理、勘察单位等，依据第三方
出具的房屋质量鉴定报告，制定切实可行的
整改方案，力争11月底之前完成整改。

12月8日，记者联系薛家黄所村部分房
屋经鉴定存在质量问题的村民，他们表示近
期确有施工人员进入家中，对房屋墙体、地
板、顶板上存在的裂缝，通过刮腻子的方式
进行填充、平整、维修，并做了防水处理。目
前，回迁楼房暂未出现新的质量问题。

临沂市团林镇薛家黄所村社区

裂缝回迁楼已开始维修

■ 火眼金睛

读者纠错
11月13日：2版《海外留学人员加速回

流山东》，文中第2栏第6行“我们是1980级
原山东医科大学医学专业的同学”，“原山
东医科大学”应为“原山东医学院”。

11月11日：11版《4000只“机器狐”上
岗盯住急刹车》，文中第4栏倒数第7行“通
过踩离合器蹋板”，“蹋板”应为“踏
板”。

11月10日：12版《“画家村”不应只是
字画市场》，文中第2栏第5行“位于胶南市
张家楼镇”，“胶南市”应为“黄岛区”或
“原胶南市”。

□无棣县热心读者 千意
11月12日：8版《“我爷爷”酒喝少

了》，文中第2栏第3段第2行至第3行“他端
腕的姿势就不专业”，“腕”应为“碗”。

□海阳市热心读者 曲延纯
11月10日：16版《城南的和谐故事》，

文中第3栏第2段第4行至第5行“建起了六角
养心亭、磨菇亭……”，“磨菇”应为“蘑
菇”。

□济南市热心读者 黄贻生

一村之中，有几户圈养生猪，本
是传统农村常见之事，为何在海阳市
芝芳村却引发了如此多的纠纷？

记者采访观察认为原因有三：首
先，芝芳村靠近建城区，人均耕地面
积较少，传统的靠土地沤肥处理牲畜
粪便的方法不再适用，大量污水、污
物露天直排，导致污染；其次，村内
基础设施落后，排污管道堵塞，污水
流通不畅，堆积发酵，散发异味；第
三，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农民群
众对生存环境、生活品质有了更高要
求，对于脏乱差的容忍度随之下降。

养猪，是农民群众易接受、可操
作、低门槛的致富方法，应该继续鼓
励和扶持。但在农村人畜混居，养殖
场污水、恶臭确实是农村公共卫生的
隐患。新农村建设，应该提倡新的养
殖模式，尽量杜绝养殖污染。不妨如
文中村民建言，尝试将散落村中的养
猪户搬出村外，集中一处，既远离了
居住区，还可整合形成规模效益、探
索新型养殖模式，一举两得。

■ 短平快

新农村需要

养猪新办法
□ 肖芳

□记者 鲍青 报道
在莱芜市莱城区辛庄镇兴隆庄

村，村南头角落里残留的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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