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生殖孕育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医
院)全军医保医疗中心，我
院生殖孕育科采用中医独
特疗法“双侧排卵强精法”
和 CDYD 诊疗，在治疗男
少精、无精、死精、阳痿、早
泄、前列腺炎、女不排卵、
排卵异常、输卵管不通、子
宫发育不良、流产、月经不
调、闭经等各种原因导致
的男女不育不孕症上取得
了新突破，鉴于此疗法怀
孕率高，无副作用。我院决
定让患者先治疗一疗程
( 三个月) ，怀孕后再付药
费，不怀孕不收药费的承
诺，此举措解除了患者后
顾之忧 ( 来时请带身份
证)。

电话：0531-86991833
网址：www . sdbyby . com
地址：济南市解放桥西2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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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苹果苗、泰 山早霞、
梨苗；桃、杏、珍珠油杏、大
樱桃、薄壳核桃 8518 、板栗、
甜柿、山楂、石榴、葡萄等苗
木。泰安李传金 电话：0538
-6578001 13853808671

供 苗 木

河北省晋州市商贸部现有
大批纯手工制品，缝纫制品对
外发放加工，产品简单易做，送
料上门，在加工方验收、结算、
不收任何押金，每人日获加工
费 60-80 元。另：收购一批白布
口袋及木箱，价格面议，预付
40% 货款。欢迎来人考察洽谈。
招商电话：0311-84316194

借您双手 重金回报

我厂为占领全国各地市场，异地加工销
售联办分厂(个体单位均可)。稳压日做 10-20
只、加工费 6-12 元/只；离合器片日做 15-30
片、加工费5-12 元/片；电动车日组装3 辆，加
工费86 元/辆。以上产品我厂免费供合格散件
及工具，承担工商税收及运费，派技术员常驻
指导生产验收结算。预付 80% 加工费，来人可
到分厂试做，当日人货同行，每月补助分厂厂
长2000 元，来人考察报销路费。河南利丰机
电配件厂 电话：0373-2160233 手机：
13072621390 业务主办：李厂长

电动车日做 2 辆/人，组装
费 1 2 0 元/辆；离合器片日做
20 片/人，组装费 9-16 元/片；
调节器日做 25 个/人，组装费
9-16 元/个。免费供料、承担税
收，预付加工费 90% ，我方可
派人到乙方考察场地，签订合
同长驻指导。单位：河南省华宇
实业有限公司 电话：0371-
67211737 13298351100

该机可生产高档工艺檀
香、卫生香等香制品、只要你具
备厂房、水电，凭本人身份证可
申请制香设备及包装、技术培
训、产品由我方定期销售、合作
期内保证不收任何费用。平乡
工艺制香厂 电话：13393193186

本报敬告：本报所刊
广告读者请慎重考察和咨
询后再签订合同，以免发
生纠纷，本报广告不作为
签订合同的法律依据。

诚寻手工组装分厂

家庭办厂 共同致富

赊供制香设备

2009 年 2 月 6 日 星期五
郭 杰 （ 0531 ）85193389

guojie3389@163 . com

综合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
电 去年入冬以来我国冬麦主
产区发生的严重旱情仍在持续
发展，夏粮生产面临着多年
少有的极其严峻的挑战。党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当前
旱情发展和抗旱工作。近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
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
强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级领
导对此要高度重视，组织动员

一切力量，落实各项抗旱措
施，打好这场硬仗。要加大对
旱情严重地区抗旱工作的支持
力度，增加抗旱投入，帮助旱
区克服困难，争取夏粮乃至全
年粮食有个好收成，为今年保
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打一个好
基础。

为切实抓好当前冬麦区抗
旱工作，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
部 5 日召开全国冬麦主产区 8
省抗旱异地会商会议，并启动
Ⅰ级抗旱应急响应。这是《国
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级别最

高的应急响应机制，也是我国
历史上首次启动Ⅰ级抗旱应急
响应。

去年 11 月 1 日以来，北
京、天津、河北大部、山西、
山东、河南、安徽北部、江苏
北部、湖北东北部、陕西北
部、宁夏、甘肃东部等北方冬
麦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五
成至八成，山西中部、河北中
南部、河南东北部和中部、山
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地降水
量偏少八成以上。气象专家分
析认为，北方冬麦区旱情为

30 年一遇，小麦主产区旱情
为 50 年一遇。

国家防总办公室统计显
示，截至 2 月 5 日，全国作物
受旱面积 1 . 5 5 亿亩，有 429
万人、 207 万头大牲畜因旱发
生饮水困难。其中冬麦主产区
受旱面积 1 . 4 3 亿亩，重旱
4635 万亩、干枯 116 万亩。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
预案》，国家防总防汛抗旱应
急响应机制共分为四级，Ⅰ级
应急响应为最高级别的响应机
制。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为Ⅰ
级响应：多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同时发生特大干旱；多座
大型以上城市同时发生极度干
旱。启动Ⅰ级响应行动后，
国家防总办公室为灾区紧急
调拨防汛抗旱物资；铁路、
交通、民航部门为防汛抗旱
物资运输提供运输保障，国
家防总其他成员单位按照职
责分工，做好有关工作。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防汛
抗旱指挥机构应将工作情况
上报当地人民政府和国家防
总。相关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成员
单位全力配合做好防汛抗旱
和抗灾救灾工作。

中国气象局监测显示，截
至今年 1 月 31 日，干旱波及北
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
南、安徽、江苏、湖北、陕西、甘
肃和宁夏等地。

“这次气象干旱有四大主
要特征，分别是降水异常少，
无雨日数多；平均气温高，土
壤失墒快；气温起伏大，旱冻
相叠加；干旱范围广，灾害影
响大。”中国气象局有关负责
人说。

据统计，去年 11 月 1 日至
今年 1 月 31 日，京冀晋豫鲁苏
皖陕甘 9 省市平均降水量
11 . 6 毫米，为 195 1 年以来历
史同期第四小值。目前，部分地
区的气象干旱已持续 3 个多
月，出现了秋冬连旱。

据了解，旱区大部平均气
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1 至 2 摄氏
度，加上无积雪覆盖，加速了土
壤失墒。

(据新华社)

本报章丘讯 ( 通讯员丁淑
正) 章丘农信按照济南办事处的指
示精神，努力将广大干部员工的思
想统一到科学发展的根本上来，明
确工作思路，突出工作重点，全面
做好 200 9 年度各项工作，努力实
现科学发展、率先发展、和谐发展。

解放思想，牢固树立科学发展
观。20 0 9 年是决定章丘联社未来
发展的关键之年。章丘联社解放思
想、转变观念、思维超前、目标超
前、措施超前、敢想敢做、以科学的
态度来制定措施，实现目标。严防

死守，确保安全保卫不出问题，是
章丘联社的首要目标。安全是首
要任务，责任重于泰山，必须放
在第一位。安全高于一切，稳定
压倒一切。始终把存款放在业务
发展的首位，牢记发展才是硬道
理。章丘联社要上紧发条，开足
马力，全力以赴，坚决打赢 2009
年百日业务竞赛攻坚战。转变观
念，加大贷款投放力度。章丘联
社按照“四个面向”和“一个控
制，两个加大”的原则，严格控
制大额贷款，加大对农户、个体工

商户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强
化内部管理，完善内控机制。严
格岗位控制，强化基层管理，严
格岗位管理，科学分工，形成各
岗位、人员之间相互制约、相互
促进的良好氛围。加强网点改
造，打造一流金融机构形象。章
丘联社结合全市城区变化趋势，
及时优化网点布局，把那些位置
偏僻、形象差、业务量小、功能
单一的网点逐步淘汰。努力打造
“形象好、功能全、辐射面广、
服务水平高”的精品网点。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
2 月 7 日至 9 日，陕西、山
西、河北中南部、山东、河
南、湖北、安徽北部、甘肃南
部和东部将有一次阴雨(雪)天
气过程，降水量一般不足 3 毫
米，其中陕西南部、湖北、河
南西部和中南部、安徽北部降
水量有 5 至 12 毫米，对缓和
旱情有一定作用。

中央气象台专家预计，2
月中旬，黄淮、江淮、汉水流
域降水将对缓和河南、山东、

安徽北部、湖北等干旱区旱情
有一定作用；甘肃南部、陕西
中北部、河北、山西等气象干
旱区的降水不足以缓和当地
旱情。

据气象部门预计， 2 月
下旬，甘肃南部、陕西、河
北、山西、山东、河南、湖
北等气象干旱区的降水量较
常年同期偏少，旱情持续。
3 月份，华北、黄淮等地冬
麦区降水偏少，旱情将进一
步发展。 （据新华社）

据了解，目前，旱区气象
部门正采取措施，适时开展人
工增雨(雪)，以缓解旱情。据
初步统计，近日陕西、湖北、
宁夏、安徽、北京、甘肃、河
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区
市气象部门组织地面增雨(雪)
作业 1 2 3 次，发射新型火箭
353 枚、炮弹 977 发，对缓解
干旱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表
示，面对当前严峻的大范围干
旱形势，气象部门要重点加强
四方面措施：将天气气候预测

作为重中之重，密切监视大气
环流形势的变化；利用有利时
机及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全
力以赴缓解旱情；在关注降水
的同时关注气温变化情况，避
免由温度升高导致土壤失墒
快、冻土层融化快等加剧旱情
的事件发生；关注冬小麦麦区
以及春播季节旱区的旱情发
展，防范由干旱引发的沙尘暴、
森林火灾和倒春寒等次生灾
害，继续监视干旱对未来农业
生产形势的影响。

(据新华社)

本报济南 2 月 4 日讯 春
节过后随着气温回升，我省旱
情发展再度加快。截至 2 月 2
日，我省麦田受旱面积已达
33 2 8 万亩，占小麦播种面积
的 60% 以上，其中重旱 1000
多万亩，旱情呈急剧发展趋
势。

省农业厅有关人士介绍，
我省今年小麦播种面积 53 0 0
多万亩，旱情较重地区主要集
中在菏泽、济宁、临沂、聊城
等粮食主产区。入冬以来全省
大部地区几乎没有有效降水，
由于小麦处于越冬期，冬旱对
小麦的生长影响还不算大；但
从本月下旬开始小麦将进入返

青期，水分需求大，加之气温
回升、大风天气增多，水分蒸
发快，土壤失墒将迅速加快，
如果再无有效降雨，旱情将急
剧发展，很容易形成冬春连
旱，对今年的粮食生产产生严
重影响。

2 月 5 日，省政府防汛抗
旱指挥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
全省即日起启动抗旱应急预案
Ⅱ级响应，迅速采取应对措施，
全力做好抗旱救灾工作。记者
了解到，近期全省各级已投入
抗旱资金 4 . 5 亿多元，启用
各类水源工程，动用各种机动
抗旱设备，抗旱浇地 4000 多
万亩次。 （宗合）

3000 万亩小麦
渴盼“救命水”

我省启动抗旱应急预案Ⅱ级响应

中国气象局：将开展人工增雨

小麦主产区发生 50 年一遇严重旱情

我国首次启动Ⅰ级抗旱应急响应

中央财政再次紧急拨付 3 亿元支持抗旱

2 月 4 日，在汝阳县城关镇张河村村头的供水点，摆满了准
备接水的水桶。自 2008 年 10 月以来，位于豫西山区的河南省汝
阳县持续干旱达 126 天，累计降雨量不足 10 毫米。严重的旱情
造成 30 万亩小麦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灾害，全县 14 个山区乡镇
的 1 . 1 万人饮水严重困难。 (新华社记者 王颂 摄)

2 月 3 日，聊城莘县一老汉展示因干旱快要死掉的麦
苗。

本报胶南讯 ( 通讯员厉彦京 李升
荣 丁晓丽) 胶南经济开发区创新民生实
事办理工程，在投资 1300 万元实施“八
大民生工程”的基础上， 2008 年又投资
2000 万元，实施了以学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为
主题的“民生 5·5 ”工程，全区 5 . 8 万

群众从中受益。
实施贫困大学生助学

工程，发放低保家庭大学
生立志成才款 4 . 8 万元；投资 70 万元，
为 7 所学校及幼儿园进行基础建设、购
置教学仪器。加大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创
业贴息贷款扶持力度，全年办理贴息贷
款 1721 万元，扶持 300 多户小老板实现
创业。投资 143 万元，继续实施补充新
农合医疗制度。

本报滕州讯 ( 通讯员殷旭东 张贵
奇) 素有全国经济“百强镇”之称的滕州市
级索镇，近年来不断强化技防措施，与公
安机关联合打造电子监控镇，投资 200 多
万元购置了科技新型的电子监控设备。在

镇驻地、矿区、村庄、工业
园区等重点部位、交通路
口和村街小巷，安装监控

探头 80 多个，并全部与派出所监控室联
网，率先实现了镇、村、矿电子监控全覆
盖。去年以来，先后利用电子监控录像，锁
定并抓获犯罪嫌疑人 16 名，其中网上逃
犯 1 名，基本达到了辖区零案件目标。

旱情呈现四大特征

华北黄淮旱情将持续至 3 月

“民生工程”惠及千家万户

警务区电子监控实现全覆盖

章丘农信联社六项举措

努力实现各项业务又好又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