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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业务量的增加，银行对某些业
务实现了自助办理，像取款这类业务，
可以在自动取款机上办理。对年轻人来
说，自动取款机操作简单，很是便利。

然而，对一些老年人来说，这并不
容易。我的母亲是一位8 0岁的老人，前
不久，她急等钱用，便独自一人去银行
取款。老人本来脑子就有些慢，去办理
业务更显得迟钝。

办理业务需要取号，母亲不知道，
等了大半天，才被告知要取号。在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母亲取了一个号。等排
到母亲了，窗口业务员说，银行规定，
非大额取款不在窗口办理了，可以去自
动取款机上取。母亲说不会，窗口人员
叫来一个工作人员，帮母亲去自动取款
机上取款。

工 作 人 员 手 把 手 地 教 ， 到 输 密 码
时，工作人员为避嫌躲开，母亲连输了
三 次 密 码 都 不 对 ， 自 动 取 款 机 便 吞 了
卡 。 恰 巧 那 天 管 理 员 休 息 ， 卡 拿 不 到
手，只好第二天去银行取卡，又折腾了
一趟。

银行作为服务单位，其服务对象不
单单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等对机器操
作不熟悉、操作困难的人。鉴于此，笔
者建议增开一个“老年窗口”，以满足
这部分人的业务办理需求。

□淄博市张店区 彭波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近日晚间，济南火车站长长的“回”字形出租车

等候区内满是刚下火车的旅客，他们望着出租车驶来
的方向，焦急地在等车。三三两两的出租车落客后，
一部分驶入上客区接上乘客，还有一部分绕开上客区
径直而去，候车者只能无奈地继续等待。

有分析称，近年来受专车服务、“份子钱”过高
等因素影响，出租车司机收益有所下滑。部分出租车
司机更愿去远处交通枢纽“趴大活”，或是“有选择
性”地拉客，甚至一口价“宰客”。

何不开个老年窗口?

排队百人多 难觅出租车

□ 本报记者 赵丰

畜禽养殖是农民致富的重要产业，但也是投
诉的污染热点。近日，记者到泗水县，对畜禽粪
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情况进行了调查采访。

养殖污染经常被投诉

泗水县是山区养殖县，畜种齐全，有生猪、
肉牛、蛋鸡、肉兔、肉鸡肉鸭五大畜牧产业链，
2016年畜牧业年产值32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43 . 4%。

这个县是泗河的发源地，同时是南水北调工
程的输水通道，生态环境敏感度高，畜禽粪污处
理与利用一直为当地高度重视，近期被确定为全
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重点县。

由于畜禽数量庞大，产生大量的粪污，一些
养殖场没有进行有效处理和利用，使养殖污染成
为一个热点问题，养殖场粪污污染影响居民生活
的举报案件不少。

近期，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访
举报件中关于泗水县养殖污染的有两例。其中一
例是居民投诉星村镇南顶村多家养殖场直排废
水，污染环境，问题涉及11家养殖场，都位于限
养区内。

泗水县畜牧兽医局副局长张炎告诉记者：
“这些养殖场对粪污处理不重视，设备老旧，对
周边居民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从2016年8月开
始，泗水县开展了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工作，
划分了禁养区、限养区、可养区，要求在2017年
6月底前，禁养区内养殖场户依法关闭或搬迁，
禁养区内一律禁止新上养殖项目。在限养区内，
严格控制畜禽养殖场（小区）数量和规模，不得
新建小型养殖场（小区）。已有养殖场（小区）必须
有完善粪污处理设施，监督其达到环保要求排放。

张炎介绍，通过严厉实施禁养区红线，督促
限养区和可养区完善粪污处理设施，从源头上减
少粪污量，养殖场感受到了环保的压力，会淘汰
一批。因为肉鸭粪污处理难度大，治污成本高，
养殖户放弃的不少，肉鸭同期减少一半左右。蛋
鸡同期减少了30%。

张炎说：“总体来说，养殖户数量减少，但
单个养殖场规模在逐步扩大，有的养殖规模翻了

一倍，进一步规模化、标准化对粪污处理和利用
是个好事情。”

但泗水县仍以中小规模养殖场户为主。根据
摸底，全县有5000多家专业户以上的养殖户，但
各类规模养殖场只有1370个。

关键在对成本的考量

张炎认为，规模化养殖场与规模较小的养殖
场相比，应对环保压力的能力还是要强不少，即
使有一些问题也想继续干下去。小养殖场则不
同，如果一直挣钱还可能有改善的意愿，如果市
场波动大，就很少愿意投入进行粪污处理与利用
设施的配套。

根据泗水县畜牧兽医局的分析，养殖场畜禽
粪污处理配套设施不健全或运转不正常是造成养
殖污染的主要原因。

据介绍，目前在粪污处理技术很成熟，即使
养殖户自己处理也困难不大，比如进行自然发酵
处理和沼气工程处理等，关键还是在于成本。

一些纳入当地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建设的养
殖场，如肉鸭养殖场相关设施的改善投入着实不
小。苗馆镇田玉刚肉鸭养殖场存栏量6000只、年
出栏量6万只，仅储粪池一项土建工程投入就需
要15万元，加上沼气池2 . 2万元和沼液池0 . 8万
元，总投入需18万元，除去补贴的3万元，还需

要个人自筹15万元。其他畜禽种类的投入相对小
些，但至少也需几万元。因此，一些小养殖户对
粪污处理与利用设施望而却步，或关闭，或继续
偷着排放粪污。

也有养殖户在这个过程中有了信心，配套了
治污设备，扩大了规模。

齐士雨的养殖场原本在禁养区，后搬迁重
建。他养猪近20年，认识到：“治理养殖污染是
国家大政策，早晚都要进行治理的。以前粪污不
处理，就是四处流，污染得厉害，村民意见很
大。处理好的粪污，我自己开车送到附近果农的
林地里，什么钱不钱的，能帮我把粪污解决掉就
行了。解决好了粪污问题，养猪会更有信心。”

粪污处理比较难的是污水的处理。“过程管
理”也被重视，主要是通过控制污水和雨水进入
粪便。

这些设施运转的监管还存在问题。目前，主
要的监管途径是通过宣传、环保部门和乡镇防疫
人员等的定期检查、群众投诉，往往十分被动。

粪污“包袱”可以变财富

与一些小养殖户认为畜禽粪污是“包袱”的
情况不同，一些大中型养殖场却逐渐把粪污变成
了财富。

位于圣水峪镇小城子村的圣邦种猪繁育示范

基地在养殖千余头生猪的同时，还流转土地种植
了50亩果树，处理好的粪污直接通过管道抽到果
园里给果树施肥。

基地负责人陈洪波说：“现在有些规模的养
猪场一般都会选择种养结合的模式。随着养殖规
模的扩大，畜禽粪污的量很大。随着环保压力的
增大，这部分粪污包袱还是很重的。在附近没有
其他种植户的情况下，只能是养殖户个人消纳。
因此，对养殖大户来说，养殖规模要跟着种植规
模的消化能力来，也就是以种定养。”

从去年开始，陈洪波的桃子就卖到了市场
上，一亩地能收入3000多元。种养结合不仅使他
减少了种植的化肥投入，也分担了养殖风险。

此外，当地一些不偏远的规模养殖场，或是
自己准备上生物有机肥建设项目，或是把粪污收
集后交由当地唯一的生物有机肥处理中心——— 后
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加工。

该厂负责人刘方表示：“市场上对生物有机
肥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厂子满负荷运转每天能处
理粪污120吨，还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去年我厂
生物有机肥总产量3万多吨，大部分销往东北用
于黑土地改良项目，1万吨由本地果园消化。”

刘方认为，同前两年相比，今年公司的发展
环境明显改善很多。“随着相关部门政策要求与
执法力度的提升，养殖户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
集中处理，对于他们来说能减少成本，还能减轻
环保压力。”现在不缺市场，就是原料的保证与
价格上希望有更多扶持。

没有治污能力的不能继续生产了，产业集中度有所提高，治污产业起步———

“环保搞好了，养殖会更有信心”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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