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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上楼后，

土地谁来种？
 14版·时政

导读

大众日报聊城分社、《聊城新闻》法律
顾问：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又强。

□记者 肖会 通讯员 范勇 报道
本报聊城讯 4月3日，聊城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召开“对生命安全负责，向交通事故宣战”暨
“双七”整治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记者在会上
了解到，自即日起到2015年底，聊城市交警支队
将将针对七类重点车辆的七种交通违法行为，进
行为期一年的“双七”集中整治行动。

自从2014年开展“平安行·你我他”活动以
来，聊城市各部门先后展开了“五项整治”等专
项整治行动，保持了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
平稳。但目前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事故起数和死伤人数居高不下。为全力预防较大
以上道路交通事故，确保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
平稳，自4月3日起，聊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按照省公安厅统一部署，将重点针对客车、货
车、危化品运输车、校车、农村面包车、渣土
车、低速载货汽车等七类重点车辆的超员、超
速、超载、疲劳驾驶、酒驾、毒驾、涉牌涉证等
七种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治理。专项行动的整治范
围包括：高速公路、国省道、重点县乡道路；长
途客车、旅游包车、危险品运输车、校车及集中
接送学生车辆流量集中道路；农村群众出行集中
道路以及恶劣天气频发、事故多发道路和地段。

据介绍，此次“双七”行动将通过强化警示
曝光、强化宣传提示、强化教育培训等，多方
位、多角度、多渠道地进行教育督导，针对“七
类重点车辆”驾驶人，以及企业法人、安全员、
车辆承包经营者等重点群体，结合本地区交通安
全形势及特点，及时编发安全信息，加强点对点
的安全短信提示和预警提示，切实做到“一月一
提示”。本着谁主管、谁培训，谁发证、谁培训
的原则，迅速对“七类重点车辆”驾驶人开展有
针对性的大轮训、大教育，对记满12分的驾驶人
要立即组织培训教育考试，指导“七类重点车
辆”企业、安全员根据驾驶人违法特点，进一步
细化教育培训内容，强化预警提示，使驾驶人掌
握车辆行驶特性，增强安全行车意识。

□记者 肖会 通讯员 刘鹏利 报道
本报聊城讯 4月3日，聊城市国税局、地税

局联合举办全市税务系统“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新闻发布会。

2014年2月，聊城市税务系统在全市开展了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分批推出7大类28项便
民办税措施。围绕“六提速、三减负、三公开、
一首问”的总体框架，办税效率、税收执法、行
政审批、政策落实、行业风气都有了较大幅度的
提升。为进一步推进税收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
纳税服务效率和水平，聊城市税务系统将在2015
年继续深入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为保证打通便民纳税的“最后一公里”，全
市各级税务部门结合聊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分
别制定了“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实施方案，按照
“打连发、呈递进、抓落实、重成效”的工作方
式，分批推出简政放权、服务发展、国际协作、
提效减负四大类措施，并确保各项制度落到实
处，真正做到创新举措，打通便民办税的“最后
一公里”。

□ 本 报 记 者 孙亚飞 蒋鑫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仇冠男

大田“保姆”促高产

在茌平县郝集镇，亩产900公斤玉米的纪
录成为当地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大田托
管后，耕地成方连片，适合集约化、规模化生
产。”4月6日，该镇丰源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马思建说。

马思建告诉记者，当初选择土地托管而非
土地流转，是出于投资风险的考虑。而且作为
供销社的下设单位，该合作社的立足点与供销
社保持一致，那就是为农民服务。“从种子的
选购、播种到后期的植保，我们提供一条龙服
务。费用则按照当时的市场农资行情及劳动力
工费，一般情况下，小麦定为每亩250元至280
元，玉米定为每亩330元至350元。当然，整套
服务并非硬性的，农民可以选择所需环节，比
如只选择玉米种子的选购和播种，那么费用为
20元至25元。我们为农民提供的种子、化肥、
农药等全是批发价格，农民每亩地可节省5至
80元。”马思建说，当前，该合作社共托管了
全县17万亩的土地，虽然面积惊人，但是每年
的收益却只够维持合作社正常运转。“有供销
社的支持，我们只管做好本职工作就好。”马
思建说。

为了更好地服务农民，提高农作物产量，
合作社还拿出60余亩土地作为试验田。马思建
说，去年，他们试验成功的深松种肥同播，直
接将玉米产量提高到900公斤/亩，比常规种肥
同播多出了约15公斤。“种肥同播一旦遇到雨
天，肥料就会流失，而且老百姓对流失了什么
肥料还不清楚，比如虽然磷肥少了，施的却是
氮肥，这就造成了人为减产。深松后，我们将
肥料直接埋到地下6层，随着农作物的生长，
每一层都能及时为其根部供肥，不但避免了肥
料流失，还减少了劳动力支出。”

聊城市供销合作社办公室主任郑朝燕告诉
记者，农民在大田托管中不断得到实惠，全市
托管面积不断增加，2014年已达到35万亩。合
作社统一组织浇水施肥、统防统治、统一组织
机收、播种、喷除草剂等一条龙服务，平均每
亩为农民节约生产成本100多元，每亩均收300
元左右。“最重要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不用
再担心家里的耕地没人管了。”

社村共建有收益

“郝集镇挨着县里的工业园区，村里几乎
家家都在那里打工。”郝集镇东张村党支部书
记张守贤告诉记者，如今，他们村成方连片的
900亩耕地全部托管给合作社了。

张守贤告诉记者，去年麦后，丰源农作物
种植专业合作社主动来到该村，希望村干部为
其协调农民的土地托管工作。“丰源的信誉
好，村民都知道，再加上大家都在工业园区打
工，丰源来我们村托管是互惠互利的好事。村
民把账一算，很快就同意托管了。村委虽然没

干什么活，但是丰源每亩地依然支付了十几块
钱，作为村集体的收入。”张守贤说。

“村委帮忙协调土地，并帮我们在托管中
与村民牵线搭桥，为我们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
麻烦，我们也是受益方。”马思建说。

“通过土地托管，实现合作社与村之间的
互利互惠，只是社村共建众多项目中的一
项。”郑朝燕说，2014年，聊城市供销社抓住
全省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和村“两委”换
届的机遇，主动向市委组织部汇报，联合发
文，启动了党建带社建、社村共建工作，同时
积极引导茌平、东阿两个全省重点联系县，以
大田托管服务为切入点，现在有条件的基层
社，发挥村“两委”的组织优势、基层供销社

的服务优势、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优势等，按
照合作制原则，共建大田托管项目。2014年，
全市共建村达到了222个，共建项目501个。

当前“全托”难实现

“大田托管分为‘全托’和‘半托’，
‘半托’指的就是代耕代种。”马思建解释
说，目前合作社实行的就是“半托”，如果想
要进行“全托”，以当前的情况看还很难实
现。

原来，农民与合作社在收购问题上还没有
达成一致。“就拿玉米秸秆来说，有的老百姓
要拿秸秆喂牛，但是如果我们进行收割的话，

秸秆就被打得粉碎。而且，粮食成熟后，老百
姓选择谁来收购，也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
马思建说，“要想实现全程机械化，在收割方
面也很难实现。要实现籽粒联收，需要脱水
快、易脱皮、易脱粒、抗倒伏的品种，但是目
前有些品种根本不合适。”

马思建告诉记者，当前难以实现“全托”
的最主要原因，还要归结于牵扯到的社会资源
太多，仅靠供销社和合作社的力量是无法完成
的。

“仅浇水用工的费用就很厉害。”马思建
说，“要实现‘全托’的化，还包括农田的抗
旱排涝工作，修路、打井等这一部分的费用就
不在少数，所以还需要小农水配套的支持。如
果小农水配套不够完善，每亩地减产100公
斤，对我们来说就难以承担了。另外，合作社
的发展还面临着资金、人才等因素的制约，发
展壮大遇到瓶颈，没有实力进行‘全托’。”

东阿县供销社依托基层社及其下属的粮食
种植合作社，发展大田托管服务，成效明显。
“托管是凭借一家一户农民难以购买的大型机
械进行集中作业，成方连片的土地是最佳选
择，但现在看，有些农民暂时不想托管，给大
面积机械化作业带来一定阻力。如何与农民结
成更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还需要探索。”东阿
县供销社的负责人说。

□ 本报记者 孙亚飞 蒋鑫

近日，被“呼死你”恶意软件骚扰后的
蔡先生再次与记者取得联系：“我的手机被
联通拉黑了，想开个流量包都开不了。”

蔡先生告诉记者，3月份他查资料、看
视频使用的流量比较多，还没等到月底，手
机流量就用完了，蔡先生便想再加开一个10
元流量包，临时解决流量问题。

“以前也没想过加开流量，这次是3月
份用超了流量，才想到办个流量包，但是去
联通营业厅办理业务时，工作人员说我成了
联通的黑名单用户。这又让我想起来，是不
是跟前几天被骚扰有关？”带着蔡先生的疑
问，4月1日，记者随蔡先生来到聊城市昌润
南路的联通营业厅寻求答案。

“您的手机号被列入黑名单，跟之前被
骚扰没有任何关系。”营业厅的工作人员首
先消除了蔡先生的疑惑。当输入蔡先生的手
机号后，电脑显示出的户主姓王，并非蔡先
生本人。“这个号是去年5月份在开发区的

一家手机店买的，当时是朋友帮我代办的，
留的是朋友的身份证复印件，可是这个名字
也不是我朋友的啊。”蔡先生说。工作人员
告诉蔡先生，这名王姓用户名下共开通了6
个号码，其中有3个已经欠费停机，为此，
该用户被列入到黑名单中，蔡先生也因此受
到了牵连，无法办理正常的业务。

工作人员还告诉蔡先生，如果蔡先生想
要过户，需要提供本人及王姓用户两人的身
份证，否则无法帮助蔡先生，但因蔡先生无
法找到这名王姓用户，所以建议其到当初购
卡的地方进行过户。

随后，记者与蔡先生来到当初他办卡的
四海手机卖场，得知蔡先生的手机号因拉黑
而无法办理业务后，店长告诉蔡先生：“我
也被列到黑名单了。因为实名制之前，别人
用我的身份证开户，改制后我打电话让他们
过来过户，结果都不来，我就被拉到黑名单
里了。”

“因为联通系统升级，原本已经改过来
的用户又打回原来的了。所以去年7月份之
后的用户，名字都是自己的，去年7月份之
前的，有一批像你这种情况的。”店长向蔡
先生解释。

当店长要求蔡先生提供身份证，为其办
理过户时，蔡先生却告诉店长，他的身份证
落在老家了。“你可以先用你朋友的身份证
过户。”店长说。

为了能够尽早脱离黑名单，蔡先生向朋
友借用了身份证。店长告诉蔡先生，因为系
统繁忙，会在第二天上午为其办理完过户，

说完，店长用手机拍下了蔡先生朋友的身份
证照片，并记下了蔡先生的手机号码。

4月2日12时许，见自己的号码还没有被
过户，蔡先生主动拨打了店长的电话。店长
告诉蔡先生，因为蔡先生的号码后两位均为
9，是靓号，所以过户需要联通的层层审
批，一个月以内会给蔡先生一个答复。而联
通客服则告诉蔡先生，只要王姓用户缴清欠
费，消除其黑户，并且在开卡时没有签署关
于禁止过户等方面的协议，那么，营业厅便
可以为蔡先生办理过户。

“当初联通系统升级时，就该给我们个
通知，我们也好盯着过户的事，现在好了，
去哪里找那个姓王的？”蔡先生说，“再
说，我也不能平白无故地帮他把钱还了
吧？”

在联通营业厅内，记者发现一则公告上
明确指出，用户在联通公司各类营业网点
（含自由营业厅、网上营业厅、授权合作代
理商等）办理固定电话装机、移机、过户、
移动电话（含无线上网卡）开户、过户等入
网手续，需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并配
合营业网点进行证件和本人的核实检验工
作。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既然蔡先生的朋友
已经留下了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那么在联
通系统升级后没有主动为其过户，就应当是
联通的责任。而且，实名制实施之后，该代
理商还允许蔡先生使用其朋友的身份证为其
过户，是违规行为。

针对七类重点车辆

整治七种违法行为

打通便民办税

“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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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农业生产服务方式和手段，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大田托管，让农民打工种地两不误

“我的手机咋被列入‘黑名单’”
联通：系统升级，用户需缴清前任欠费

◆4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其中提

出，围绕破解“谁来种地”、“地怎么种”等问题，供销合作社要采取大田托管、代耕代种、

股份合作、以销定产等多种方式，为农民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农资供应、配方施肥、

农机作业、统防统治、收储加工等系列化服务。4月6日，记者从聊城市供销社获悉，聊城市供

销系统不断创新农业生产服务方式和手段，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取得明显成效。

3月25日，本报《天天3·15》栏目报道
了 《 遭 恶 意 软 件 骚 扰 ， 只 能 吃 “ 哑 巴
亏”？》一稿。4月2日，被“呼死你”恶意
软件骚扰的蔡先生告诉记者：“联通公司的
工作人员看到报道后，已经与我联系，并就
被骚扰一事进行了答复。”

“联通公司工作人员建议我对这一号码
进行手机屏蔽，或将其设置成黑名单，实在
不行就用杀毒软件进行拦截。当我告诉他
们，这些办法我都试过，并且效果不好后，
对方说，目前工信部已经发布电信服务质量
通告，公布了类似我这种情况，遇到的‘响
一声就断’骚扰电话可拨打010—12321进行
举报。”蔡先生说。

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还告诉蔡先生，因
为骚扰他的电话为私人电话，属于正常号
码，为保证用户的通讯自由，联通公司无权
对其进行屏蔽，如果对方对蔡先生的骚扰行
为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并有警方介入，联通
公司会全力协助。

“说实话，联通公司的回复挺快的，态
度也很好，但是他们的建议治标不治本
啊。”蔡先生说，“我只是属于一个个例，
如果别人遇到了我这样的问题，仅依照他们
的建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应该是他们技
术上的一个漏洞。”

（记者 孙亚飞 整理）

●回音壁

□王兆锋
许永飞 报道

4月4日，在冠县
店子镇“百年梨园”
土鸡养殖农场内，工
作人员在为游客煮土
鸡蛋。该农场在梨园
内散养土鸡，土鸡
蛋、土鸡肉打入高端
市场。清明假期期
间，农场免费开放，
让游客赏梨花、免费
吃土鸡蛋，以扩大其
影响力，开拓新的市
场空间。

赏梨花

尝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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