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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曲阜讯 (通讯员张明哲
王金平 刘国良)今年以来，曲

阜市鲁城街道服务业项目建设实现
了多点开花。投资 1 . 4 亿元的美食
街礼品城项目，正进行室内外装
修；投资 1 亿元的东方圣都大酒店
改造项目，完成投资 2600 万元;投
资 2 . 6 亿元的大成国际商城暨仓巷
商业街改造项目，完成投资 1800
万元……这是该街道强力打造服务
业聚集区的一个缩影。

曲阜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按照“宜农则农、宜
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的发
展思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原
则，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
以主体功能区建设理论为指导，合
理确定不同的发展定位，实行一个
乡镇街道一个主导产业、一套发展
指标、一套推进措施和考核办法，将
全市 12 个乡镇(街道)划分为 1 个服
务业引领型乡镇、8 个工业主导型乡
镇、3 个观光农业主导型乡镇。

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为各乡镇

街道的科学发展竖起了风向标。鲁
城街道作为服务业引领型乡镇，依
托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改造提升
商贸物流、餐饮休闲等传统服务业，
引进发展总部型、商务型、科技型等
现代服务业，着力建设旅游商品街、
小吃美食街等特色街区，全力推动
服务业快速发展。开发区(时庄街
道)、书院街道、王庄镇、姚村镇、陵
城镇、小雪街道、息陬镇、防山乡作
为工业主导型乡镇，依托现有条件
和基础，集中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机

械加工、生物医药、复合管材、农产
品加工及高新技术产业。董庄乡、吴
村镇、尼山镇作为观光农业主导型
乡镇，依托已有产业基础，积极开发
利用石门山、九仙山、尼山资源，集
中发展旅游观光农业、有机生态农
业，着力打造现代观光农业乡、生态
特色旅游镇。

为推进乡镇主体功能区建设，
该市成立了主体功能区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了《关于加强乡镇街
道主体功能区建设的意见》。

个性化考核也是助推主体功能
区建设的一剂良药。按照“干什
么、考什么”的原则，该市重新修
订了乡镇经济社会发展考核办法。
董庄乡、吴村镇、尼山镇作为观光
农业主导型乡镇，主要集中精力抓
生态有机农业和观光旅游农业，其
工业发展和招商引资不再作为考核
目标和重点；开发区(时庄街道)、
书院街道、王庄镇等 8 个乡镇作为
工业主导型乡镇，其农业不再作为
考核的目标和重点。

本报莒南讯 10
月 18 日，对莒南县大
店镇前官庄村的老百
姓来说，是个像过年一
样的喜庆日子，大众报
业集团和省地矿局共
同投资 200 多万元为
他们打的新井正式通
水了，甘甜的自来水通
到了全村 280 户村民
家里，760 名村民彻底
告别了吃水难。

沂蒙老区是大众
日报诞生、成长的地
方。 1941 年到 1948
年七年间，大众日报
曾在莒南的大店等地
100 多个村庄工作战
斗过。大店镇前官庄
村 地 处 山 地 丘 陵 地
带，地下水资源非常
匮乏。为解决村民吃
水问题，大众报业集
团、省地矿局决定帮
助该村找水打井。

今年 3 月 18 日，
素有找水“王牌军”之
称的省地矿工程勘察
院(801 队)受命进村。
经过 185 天的昼夜施
工，打出 195 米深水井
一口。随后报社为该村
铺设输水管道 7 3 0 0
米，安装了全部饮水和
供水配套设备。

省地矿局党委书
记、局长郑金兰向乡

亲们说：“为沂蒙老
区的乡亲们打井解决
吃水难题，是我们和
大 众 报 业 集 团 的 约
定，是对老区人民的
一个承诺。”她特别
高兴地说。

大众报业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总
编辑傅绍万饱含深情
地说，“战火纷飞的
岁月，是乡亲们给我
们提供吃的、穿的，
是乡亲们在敌人扫荡
时掩护我们！现在为
乡亲们打井，是回报
乡亲，也是为百姓尽
一份孝心。”自 2007
年以来，大众报业集
团先后在老区打出 4
口深井，总投资 800
多万元，总计解决了
4000 多老区百姓的吃
水难题。

大众报业集团党
委常委、副总编辑郝
克远，临沂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第一
副主任朱绍阳，临沂
市委副书记申长友，
临沂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李建华，莒南县
负责人，以及大众报
业集团 70 多名新招聘
的记者编辑和职工代
表 ， 参 加 了 通 水 仪
式。 (本报记者)

本报济南讯 (记
者单体敏 通讯员安
波 戚飞飞)省公安厅
交警总队近日下发通
知，决定自 10 月 20 日
至 27 日在全省组织开
展机动车涉牌涉证违
法行为集中整治统一

行 动 ， 集 中 查 处 伪
造、变造和使用伪造、
变造机动车号牌、行驶
证或者其他车辆号牌、
行驶证，故意遮挡、污
损号牌和不按规定安
装号牌等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切实维护道路
交通秩序，预防道路交
通事故。

秋收秋种结束后， 10 月 19 日，
邹平县魏桥镇孟寺村农民举办为期一
周的庆秋收商品交流会，服装、副
食、日用品等各式货品应有尽有，并
邀请各地艺术团体进行戏曲、杂耍、
歌舞、游乐表演，吸引了四邻八乡的
农民前来赶会，增添农村秋季的色
彩。图为 10 月 19 日，邹平县魏桥镇
农民在孟寺村的商品交流会上参与游
乐项目。 (董乃德 摄)

◎解析农民存粮(下)

动力不足、条件简陋、缺乏技术等都成为农民存粮的制约因素

鼓励农民存粮，还需更多保障
本报记者 段新勇

耕地面积、区域作物种植结构等大环境在变，一家一户面临的小环境也在变。随着外出打
工农民的增多，农户大量存粮面临困难。而日常食品种类日渐丰富，粮食的商品属性逐渐增
强，也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存粮目的和心态发生了改变。如何让农户存粮不再仅仅靠老习惯，从
而保持民间储粮总量稳定，从维系国家粮食安全的意义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留守老人无力存粮

武城县四女寺镇 55 岁的
农民张富祥家存粮就经历了由
多到少、渐至于无的变化。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家里常年
存着八九千斤粮食。大约在
2000 年时，两个儿子都外出
打工，家里的存粮降到 3000
来斤。又过了几年，因为儿子
常年在外，家里只剩下老两
口，晾晒搬运的力气活干不
了，家里就基本不存粮了。张
福祥说：“俩人买点菜买点肉
就吃几天，存那么多粮食，没
必要，也不划算。”

为吃饭存粮没必要

在东阿县姚寨镇，农民吃
面基本上都是去面粉厂买。黄
圈村的村民申庆平算过一笔
账。一袋 50 斤的白面，面粉

厂卖 70 多元，一斤面粉价格为
1 . 5 元左右。要是自己去磨面，
一百斤小麦出粉率在 75% 左
右；按小麦每斤 1 元计算，一斤
面粉也是 1 . 5 元。这么一算，
与其自己磨着吃，还真不如直
接去买面。存粮为吃饭，农民觉
得不划算。

存粮成为一种“投资”

近年来，随着粮食价格开
始上涨，小麦、玉米等作物商品
属性不断增强，民间存粮开始
由“备荒”朝“投资”转变。临邑
县临南镇清凉店村村民张庭喜
把今年的麦子倒是全存了起
来，他的打算是，存到年底就卖
掉。邹平县台子镇的农民位长
贺也有同感，粮食刚下来的时
候太便宜，“等到年底卖，差不
多一斤能多卖一毛钱。”

但这样的“投资”并非对
所有的农户都具有吸引力。据

记者了解，目前，省内农户存
粮主要销给流动乡间的小粮贩
和附近的面粉厂，对于粮食价
格，农民只能被动接受。“就
是存上几个月，一斤能多卖几
分 钱 ， 一 万 斤 麦 子 才 多 少
钱？”东平县商老庄乡一家面
粉厂的经理商兆立称。相对于
打工一个月动辄上千元的“效
益”，“投资”存粮往往让年
轻的农民不屑一顾。因此，每
到打工外出时，商兆立的面粉
厂收粮最顺利。

而在存粮农户和基层粮贩
看来，要让农户愿意存粮，还
需要进一步畅通流通渠道，给
予存粮农户补贴，让存粮变得
有利可图。目前，在省内莒南
等县，政府为鼓励私人存粮，
已开始给予农户补贴。莒南县
涝坡镇唐庄村老村支书张纪岭
就表示，村里本来就有存粮的
传统，现在还能享受补贴，确
实吸引了不少农户继续存粮。

农民存粮观念的变化，对原有
的民间存粮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
击。此外，据记者了解，在省内不
少产粮大县，农户存粮还面临设施
简陋、粗存粗放等问题，存粮防
潮、防虫效果并不理想。

因为存储条件简陋、缺乏科学
存储技术，给存粮带来了巨大的损
失。今年 9 月初，在全国农产品加
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现代农业发
展论坛”上，有专家透露，目前，
我国农户储粮平均损失为 7% ～
10% ，按这个比例，每年造成的粮
食损失为 300 亿——— 450 亿斤。

事实上，早在 2007 年，国家
粮食局通过调查发现，我国农户储
粮面临鼠、虫、霉害等多重困扰，
平均损失为 5 ～ 8% 左右。从 2007

年开始，我国开始实施农村粮食产
后减损安全保障工程，山东省成为
试点省份之一。按照计划，2 0 1 0-
2012 年间，减损保障项目开始全面
展开。项目采取中央投资、地方配套
和农户自筹相结合的方式，在为农
户提供建仓、储具的同时，进一步提
供技术服务。

推动个性发展，推行个性考核
曲阜修改乡镇考核办法，农业主导型乡镇的工业发展不再是考核重点

大众报业集团

再为老区群众打新井
和地矿局携手，5 年共打 4 口井

今起严查机动车涉牌涉证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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