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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在寿光市齐圣果菜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杨
玉茂的办公室内，放着几个外形类似汽车排气管的
设备。“别看它其貌不扬，作用可大着呢。”杨玉
茂说。

据介绍，这个设备叫弱碱增氧微分子发生器，
能把水变成弱碱水，还能增加水中氧气含量，再就
是把大分子团拆解成小分子团。

杨玉茂说：“可以这样说，玉米有玉米粒、玉
米碴子、玉米面三种形态。水呢，也有原水、大分
子水、小分子水三种形态。”

弱碱增氧微分子发生器是杨玉茂历经9年研究
的成果，去年获得国家专利。

2002年之前，杨玉茂是一名民办教师，教过中
学物理、数学。2003年，他开始涉足农业，从事大
棚种植及农业科技推广工作。

种了几年大棚，杨玉茂被蔬菜的根线虫病愁住
了。杨玉茂琢磨着，寿北盐碱地的作物基本不招根
线虫。但换土不现实，杨玉茂想着在水上做文章。

2005年，杨玉茂承包了一块地，开始实验。他
通过在灌溉水里添加石灰、小苏打等碱性物质，使
酸性土壤逐渐向弱碱性转变。经过实验，杨玉茂发
现，用弱碱水灌溉的植物抗病性、抗虫性效果明
显。

“实验效果好，但推广难。”杨玉茂说，普通
农户很难把握石灰、小苏打掺入的比例，而且频繁
使用容易造成土壤板结。

化学方法不宜使用，杨玉茂又向物理方式转
变。经过几年的研究，杨玉茂研发成功了第三代弱
碱增氧设备，农户只要将发生器安装在输水管道上
即可。

“水流通过发生器后，能瞬间转变为弱碱性的
活性水，整个过程纯物理工作。”杨玉茂说，“机
器把水处理之后，分解成氢氧根离子，氢氧根离子
与土壤中的硫酸根离子、硝酸根离子结合，把多年
的酸性土壤恢复到了原生态。金属离子有一部分，
也被作物重新吸收，再利用。”

2014年6月，杨玉茂为他的发明申请了国家专
利，去年成功获批。

为了验证实用性和适用性，杨玉茂将发生器安
装在了稻田镇宋四村宋永强和阁上村李永祥等农户
的大棚里。宋永强的黄瓜棚一半用弱碱水灌溉，一
半用普通水。“确实见效果。”宋永强说，一样管
理，弱碱水灌溉区域的黄瓜病虫害少。用普通水灌
溉的部分一次能摘75公斤黄瓜，用弱碱水灌溉的部
分就能摘100公斤。

李永祥说，用上发生器后，丝瓜植株生长快，
比同时期栽苗的其他植株高出20厘米左右。

杨玉茂告诉记者：“正在推广弱碱增氧微分子
发生器，再就是把弱碱果菜这个新概念、新模式推
广出去。”

杨玉茂爱动脑子。他还想出了一种“生物活体
法”，用“科伯特”雄蜂和鱼苗对有机蔬菜进行检
测，解决了菜农检测有机蔬菜费用高、程序复杂的
难题。

寿光齐圣果菜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是寿光第一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2011年成立。联合社实现
了社员与蔬菜种植专家、农资产品厂家和超市的直
接对接。

杨玉茂认为，联合社是一种兼容并包的集合，
能够打破地域和行业界限，激发出联合社的活力和
创造力。

如今，“齐圣”产品被认定为省著名品牌，
“齐圣”蔬菜卖到了全国各地。“做农业，一样需
要多琢磨，才能干好。”杨玉茂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3月11日午后，寿光市孙家集街道胡营王
村，经营蔬菜市场的韩新平来到村里蔬菜检测
室。

“检测结果怎么样？”韩新平问检测员李金
标。“两个黄瓜样本的抑制率分别为10%和8%，
都低于国家规定的50%。”李金标回答。

这次，韩新平检测的是本村大棚种植户韩
国贵和牛振学的黄瓜。听到满意的答案后，韩新
平拿走了检测小票。

李金标告诉记者：“没有合格的农残抑制率
小票，蔬菜收购商不会收蔬菜市场的菜。”

这个蔬菜检测室内，有5台农药残毒快速检
测仪，主要检测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
留。现在，胡营王村有10家蔬菜收购市场，李金
标每天检测5家。

去年入冬以来，新一波黄瓜大棚种植季开
始，胡营王村实行农药残留不达标一票否决制。
李金标说，如若发现不合格的蔬菜样本，该户种
植的蔬菜将全部销毁，并在两年内禁止其生产
蔬菜。

“现在，没有谁敢乱用农药，砸自己的饭
碗。”李金标说，胡营王村的喇叭经常宣传禁用
农药的危害，指导农户合理施肥用药。

孙家集街道的三元朱村则首创轮流排查检
测制度。“从黄瓜结果开始，我们会每天抽取10
户到20户的蔬菜样本进行农残排查检测。这样，
用较短的时间就能完成对全村128户、220个大
棚的生产期检测。”三元朱村村主任王保泉说。

去年10月，三元朱村花费200万元购买了新
的农残速测设备。最终，经过重重检测的黄瓜将
获得属于自己的二维码生产信息。这种质量追

溯二维码在蔬菜大棚和包装箱内均可发现，并
跟随蔬菜进入消费者手中。王保泉说，完善的产
品追溯体系保证了蔬菜质量，也可以让三元朱
村的蔬菜卖个好价钱。

三元朱村种植户王增泉说：“俺这里种菜，
现在不问多少斤，只问多少钱。别人1000斤黄瓜
不一定能有我们100斤黄瓜挣钱。”

“北京、东北的蔬菜客户直接来村里收购点
收购，不过前提是经过速测抽检。”负责三元朱
村蔬菜代销的王全洲说。

去年，三元朱村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
128户大棚种植户全部加入。合作社成员王永亮
说，从蔬菜良种、农药、化肥、农家肥、农用机械
购买，到农残检测、蔬菜销售，我们严格执行合
作社的标准。

王保泉认为，只要按照合作社的标准种植，
种出来的蔬菜就会符合国家农残标准。

据介绍，针对蔬菜产区因多年连作造成的
土传病害、土质退化等问题，三元朱村与宁夏大
荣生物集团合作，探索药肥一体化和纳米土壤
修复技术。药肥一体化可有效提高肥料及农药
利用率，减少土壤污染。纳米土壤修复技术，则
通过在受污染土壤中撒下纳米物质，将土壤中
的重金属固定。“相当于用纳米物质给土壤洗
澡，以阻止有害物质迁移到农作物的体内。”王
全洲说。

今年春节，寿光市洛城街道东斟灌村李宝
先种植的黄色彩椒卖出每公斤24元的高价。3月
10日，黄色彩椒价格每公斤依然高达14元。“价
格高，关键是咱的彩椒质量好。”李宝先说。

2014年10月，李宝先投资建设了新式大棚。
由于新大棚建在老棚区，土壤存在不同程度的
板结。建棚时，担心土壤不好，李宝先在地里撒

了20公斤生物菌肥和2吨微生物有机肥，还用上
沤制好的稻壳鸭粪。“这样一养地，上一茬彩椒，
8000棵苗子没有一个死棵的，产量也高了。”李
宝先说。

东斟灌村彩椒市场检测员于建青多次抽检
李宝先的彩椒，抑制率均为零。担任检测员一年
多来，于建青还没有检测到一例超过国家标准
的彩椒样品。“这里彩椒检测结果抑制率为零的
样品在三分之二以上。”于建青说。

不仅村里有检测室，寿光还在镇街、市都建

立相关的检测机构。“完善系统的监督、监测机
制，倒逼菜农更加注重蔬菜品质。”寿光市农安
办主任尹国美说。

在李宝先看来，蔬菜供给侧改革，说白了就
是好菜不愁卖。因为质量好，10年前东斟灌的彩
椒就已经远销俄罗斯了。

洛城街道东斟灌村民李宝先，正在自家
大棚内察看彩椒生长情况。

□石如宽 报道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艳华

3月8日，寿光市消费者投诉维权中心接到
了稻田镇陶官村村民蒋光材的电话，投诉内容
为化肥售假。

在该投诉的阅办单上，记者看到，蒋光材反
映其村内张某的化肥销售部内所售的有机化肥
存在质量问题，导致投诉人在自己的甜瓜和西
红柿大棚内使用后，其作物根果均受到了不同
程度的损坏。

“投诉人在其作物受损后，第一时间联系到
化肥销售者张某，张某给予其退还购买化肥所
花费的1 . 8万元的赔偿。”寿光市场监管局消费
者投诉维权中心主任孙学军说，“但投诉人对赔
偿并不满意，认为张某应一并赔偿所有损失，所
以致电我中心，请求予以协调。”

经该中心确认情况属实后，工作人员在阅
办单的办理结果一栏给予了以下答复：经工作
人员协调，稻田镇陶官村化肥销售者张某坚持
只能赔偿化肥购买费用1 . 8万元，不再进行额外
赔偿，投诉人不同意，故调解终止，建议投诉人
向法院提起诉讼进行解决。

最后，投诉人蒋光材了解了办理答复后，接
受了办理意见，并表示将积极维权。

2014年1月，寿光市民初学锦参与了某品牌
电动汽车的促销活动，以59800元的价格购入该
品牌电动汽车一辆。促销现场，销售人员赠送了
锂电池2年内保修服务，并承诺该电池一次性充
满电可驾驶120公里以上路程。

“实际驾驶后，我发现一次充电最多只能驾
驶60公里，与其承诺严重不符。”初学锦说，2015
年11月，他致电该电动汽车厂商提出该问题，得
到了可以免费更换锂电池的答复。

“如今迟迟没有为我更换电池，现在再打电
话过去，厂商方面却以超出保修期为由，拒绝更
换锂电池。”初学锦说，无奈之下，他来到消费者
投诉维权中心，要个说法。

“经中心工作人员协调，该电动汽车销售厂
商答应为投诉人所购汽车的锂电池进行全面检
测。”孙学军说，“如投诉人所述属实，厂商将免

费为其更换新电池，投诉人也对该答复和处理
办法表示满意。”

“让消费者有权可维、有权必维，是我们的
根本职责。”孙学军说，但目前，消费维权仍面临
较大挑战。

“一方面，量大面广的传统消费市场中假冒
伪劣、不合格商品、消费欺诈等问题仍较突出。”

孙学军说，另一方面，日新月异的新兴消费市场
中商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消费模式
愈加丰富多样，对消费维权带来许多新的难题。

2015年2月，寿光结合工作实际，将消协、
12315、12365、12331投诉维权热线，信访、网络舆
情、市长公开电话、寿光民声等集中整合，成立
了消费者投诉维权中心，形成了“一个窗口对
外，内部分流处理”的工作机制。

“同时，中心联合司法局设立了市消费维权
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人民法院设立了‘诉调对
接’机制，联合农业局建立了农业消费投诉举报
及纠纷调处协作机制。”孙学军说，既分工又协
作、一体推进，目前寿光初步建立了消费者投诉
维权组织网络，凝聚起消费维权的强大合力。

据了解，2015年，寿光针对流通领域商品质
量监管工作，进行了交通工具、儿童用品、装饰
装修材料等行业的专项整治，取得良好效果。

“规范了全市37家汽车4S店的销售行为，严
格儿童用品经营质量准入标准，保证了装饰装
修类材料质量标准和消费环境。”孙学军说，同
时，中心从消费教育入手，通过多种宣传教育活
动，将消费知识和依法维权的方法传授给广大
市民，得到积极反响。

据介绍，2016年，寿光将继续开展服务领域
预付式消费侵权和日用洗化、服装鞋帽、儿童玩
具、家用电器类商品专项整治。

“另外，中心将会同全市4家大型商场，联合
成立11处投诉和解联络室，使消费者的投诉维
权不出商场、超市就能得到解决。”孙学军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寿光市消费者投诉维
权中心共接待消费者来信、来访3627人次，受
理消费者投诉案件2436起，处结2415起，处理
12315热线29起，消费者申诉42起，市长公开电
话171起，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00余万元。

■百姓创业故事

杨玉茂：

解难题解出国家专利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3月12日，寿光蒲公英爱心会的

志愿者在寿光市老汽车站售票大厅门前集合，去帮
扶稻田镇赵庙村的王玉婷家。这是蒲公英爱心会今
年的第六次活动。

15岁的王玉婷，家里还有8岁的妹妹和3岁的弟
弟，姐弟三人跟着妈妈生活。王玉婷的妈妈在赵庙
村租了三个大棚，一家人就住在大棚附近的小屋
里，生活艰苦。王玉婷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一有时
间就帮妈妈干活，照顾弟弟妹妹。

蒲公英爱心会为她们联系了种苗、肥料，还请
来了技术员，帮助她们种植蔬菜。

据了解，蒲公英爱心会长期帮扶品学兼优的贫
困少年，坚持每两周探望一位“励志之星”。目前
该会已连续帮扶“励志之星”10余名。

“蒲公英”志愿者

帮扶贫困少年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蔬菜价格指数检验检
测中心了解到，3月7日至13日，寿光农产品物流园
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218 . 42点，较上周的221 . 27点
下跌2 . 85个百分点。

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经理隋玉美说，指数波
动原因有三。一是天气变暖，市场交易蔬菜日趋丰
富，供应陆续宽松，菜价平稳下降。二是随着鲜令
蔬菜逐渐增多，冬季储存菜逐渐“失宠”,需求减
弱，价格连连下挫。三是，部分蔬菜像菜花、苦
菊、鲜土豆等上市集中，市场供应过剩，价格跌幅
较大。

“春分之后气温回升较快，蔬菜生长周期陆续
缩短、产量增加，市场蔬菜供应量将日渐充足。”
隋玉美说，预计下周，蔬菜价格指数或将继续回
落。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供应陆续宽松

菜价平稳下降

寿光村级配备农药残毒快速检测仪

样本不合格 蔬菜全销毁

寿光初步建立消费者投诉维权组织网络，凝聚合力———

一个窗口对外 内部分流处理

□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3月7日一早，67岁的寿光市民王立文和母
亲于文梅走进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大厅，排队取
号后，焦虑地站在门口等待叫号。接待人员见
状，上前咨询其需要什么法律服务。

“我父亲银行卡里的钱取不出来了，急死我
们了。”王立文说，他的父亲年前病逝。上周，他
拿着父亲的银行卡到取款机取钱，因为3次密码
输入错误导致吞卡。“我母亲也记不得密码，我
们只能找银行，但银行那边说需要公证才行。”

“公证还要交钱，凭什么。”王立文生气地
说，他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家的钱自己取还要交
费，而且费用还不低。“我们今天来，就是要讨个
公道。”

“您别着急，我给您看一下该项公证具体需
要多少费用。”寿光市司法局副局长、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主任郭亮三一边安抚，一边从电脑里
调出山东省公证收费标准，并将其公示在大厅
的显示屏上。

“看了全省统一的收费标准后，我才知道自

己错怪银行了。”王立文说，银行方面提出公证需
求是符合正常流程的，并且没有额外收取费用。

“我得赶紧办理公证，尽快取了钱办事要紧。”
据了解，寿光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占地1100

平方米，于2016年1月建成投用。该法律中心坚持
集约化、简单化、实用化的原则，实行公证、法律
援助、律师咨询、社会特殊人群管控、法制宣传
等一站式服务，目前配有司法行政人员43人。

“以前，老百姓需要法律服务时很麻烦，跑
完公证处跑律师事务所，准备一堆材料，不一定
够用，还不一定都用上。”郭亮三说，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的成立，目的就是盘活全市所有法律资
源，相关办事机构一地办公，老百姓省时省事。

“况且，个人找律师往往多走弯路。”郭亮三
说，独立经营的律师事务所多以盈利为主，花了
钱办不了事，或者没办事就花钱的情况比比皆
是，让老百姓费心费力。

“进一个门，办所有事，是老百姓寻求法律
服务的统一诉求。”寿光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办
公室主任王成果说，由此，功能一体化、服务“一
条龙”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应运而生。“全面规
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让百姓办事不头

疼，是中心的基本职责。”
“以前，打官司挑个律师，可以说非常难。”

寿光市民孙鑫元说，“没有了解律师的有效渠
道，也没有具体律师的详细信息，只能拖关系找
熟人，而且找的也不一定靠谱。”

“中心建成后，收录了全市所有的正规执业
律师，共105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法律援助中
心主任唐海滨说，“每个执业律师的专业特长和
联络方式都有详细记录，法律援助受援人可一
一对比后，挑选合适的律师为自己服务。”

“法律援助中心实行前台受理、后台办理的
工作流程，并专门设置了律师咨询岗和人民调
解岗，让群众与律师零距离接触。”唐海滨说，

“每个受援人都是VIP，可以第一时间从专业角
度了解自身案件。能调解优先调解，不可调解再
进司法程序。”

据介绍，为消除当事人信息泄露的忧虑，该
中心专门在二楼设置了法律援助私密室。“充分
尊重当事人意愿，并以最高效率解决法律纠
纷。”唐海滨说。

“公证处同样实行前台受理、后台办理的流
程，并采用叫号分流制。”王成果说，中心二楼设

有3个独立的公证室，可同时满足8个案件的同
时受理，尽可能节省办事人的等候时间。

在公证室外，记者看到，二楼设有微波
炉、电饭煲等。临近饭点，中心可免费为困难
群众提供简单饮食。

“另外，司法面对面公共交互平台的引
入，是对中心工作的大幅提升。”郭亮三说，
自该平台迁入后，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实现了与
网络服务平台和12348热线平台的有机整合。

“离市区较远或者不方便过来的办事群
众，可通过网络平台或电话方式寻求法律服
务。”郭亮三说，24小时在线服务、48小时限时
处理。目前，平均每天有20多个法律服务通过
电话和网络平台进行，大大提升了办事效率。

“法律援助中心是我们集中受理援助案件
的大本营。”唐海滨说，除此之外，寿光还在
市区、镇街村和企业等处共建立法律援助子站
点73个，每村培养法律援助明白人1名。

据了解，目前，寿光已形成了以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为核心，辐射城乡各地的“半小时”
法律援助服务圈，年办理援助案件500件以
上，有力维护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收录105名执业律师 开通网上司法平台 建起“半小时”法律援助圈

法律“超市”：每个受援人都是VIP

□单辰 报道
3月14日，寿光消费者投诉维权中心在城区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市民纷纷前来现场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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