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广饶讯 (通讯员陈
志 别清涛)广饶县人民检察
院不断强化竞争激励机制，完

善监督约束体系，培养造就了
一支纪律严明、执法公正的检
查队伍，推动了检查工作的深

入开展。建立健全了干警的监
督约束制度，把监督重点放在
办案一线，确保公正执法。同
时，加强了干警和其业务的培
训。

广饶检察院加强队伍建设

本报邹平讯 (通讯员潘
飞 刘传伟)为了进一步扩大
群众受教育面，满足农户知识
需求，日前，邹平县九户镇“远
教入户”工程全面展开。该镇以
有线电视机顶盒安装为切入
点，把远程教育直播与群众点
播相结合，让群众足不出户，坐
在家里就能收看远教节目。

北郭村是远近有名的蔬菜

大棚种植专业村，村民原来收
看远程节目，学习实用技术，
都要集中到村委办公室。“远
教入户”工程初稿后，村民坐

在自己家里，就可以随时收看
了。“这等于把老师请到了家
里，真是太方便了！”这个村的
蔬菜种植大户宋贵庭说。

远程教育节目直播

九户镇农民坐在家里学技术

沂源县西里镇某村一村干部反映

乱 栽 树 纠 纷 多
手机号为 1303XXXXXXX 的读者：近

年来，我们村因村民在农田里随便乱栽杨树
引发的地邻间的纠纷很多。我们村干部在处
理这种纠纷时也很挠头，只能调解。希望有
关部门出台明确的处理意见。

商河县一村支部书记反映

用不上远程教育网
手机号为 1366XXXXXXX 的读者：我

是商河县一村支部书记，上级搞的远程教育
网不知什么原因不开展活动了，村里农民查
询致富信息、政策特别不方便。

高唐县固河镇一读者反映

耕 地 养 猪 不 合 法
手机号为 1522XXXXXXX 的读者：高

唐县固河镇巩庄村有人在耕地里占了两亩地
建猪场，还有人占耕地建养鸭棚。我们认为
这不符合耕地保护政策。

本报即墨讯 (通讯员宁友鹏
纪慧英)“真没想到，不出村就

能买到 5 折优惠的家电！”在即
墨市龙山街道西流夼村，农民毛
瑞林高兴地告诉笔者。

盛夏炎炎，即墨市家电下乡
政策“深耕”农村基层，释放出
前所未有的消费热情。自 7 月份
以来，即墨市财贸办组织雅泰电
器超市和海尔、海信等家电下乡
中标厂家，车载着一台台洗衣
机、彩电、电冰箱直接进入村庄
现场销售。国家财政补贴 13% ，
厂 家 让 利 2 0 % ， 村 庄 再 补 助

17% ，农民毛瑞林只花了 1000 元
就把 2000 元的家电搬回了家。

这一令农民拍手喊好的“组
合折扣”，是即墨市继实行“当日银
行发补贴”之后，推出的又一项创
新性工作。抓住国家“家电下乡”政
策带来的商机，全国家电下乡示范
店雅泰电器超市推出“进村入户攻
略”，提前 3 天与即墨市各村庄对
接，通过磁带广播、发放宣传单等
形式，积极宣传国家家电下乡政策
和当地补贴办理的简易流程，激发
农民的购买欲望。农民们根据宣传
单上标示的产品型号、图片、价格、

补贴金额，确定自家的家电购买
意向并告诉村干部。根据村庄统
计的购买数量和种类，雅泰电器
超市第一时间联系生产厂家备足
质优价廉的家电产品，然后有针
对性地深入村庄进行样机展示、
政策解答和现场销售。

在村庄销售期间，即墨市实
行“组合折扣”补贴：国家财政
补一部分，厂家让利一部分，村庄
再补助一部分，农民只需花近一半
钱就可以将崭新的现代化家电搬
回家。雅泰电器超市的工作人员
携带手提电脑、无线上网设备和

系统密钥，现场将有关信息输入
“家电下乡录入系统”，开票后，敲
锣打鼓地将货物送到农户家中，并
予以安装。当天，农民拿着补贴资
金申报表，便可就近在镇驻地的农
村合作银行网点领到补贴款。

即墨市政府部门与商家合力
推出“组合折扣”策略，促使当
地农民购买下乡家电的热情不断
高涨，全市呈现出销售、补贴进
度逐月快速上升的趋势。据统
计，截至 6 月底，即墨市累计销
售家电下乡产品 4 .3 万台，销售
总额 6161 万元。

国家补贴+商家折扣+村级补助

即墨下乡家电“组合折扣”掀起消费热

本报临朐讯 (通讯员马世波 吴艳 程
国栋)近年来，临朐县辛寨镇倾力打造“生态
名片”，开展“绿色社区”、“绿色村庄”、
“绿色企业”等创建活动，靠绿色立足，靠生
态强镇。

该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经济，投资 1200
万元高标准建设丹河湿地公园；建设总面积达
到 5 万亩以上的黑山生态森林公园，栽植各类
树木近 70 万株，建起育苗中心 200 亩，使这
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如今，
“绿”成为该镇的底色，“生态”成为该镇的
特色，生态旅游带动了庄园经济发展。

同时，“绿”与“富”的良性循环也正在
这里形成。该镇大力发展无公害、绿色食品，
按照“西部瓜果东部黄烟”的思路，重点抓好
万亩优质桃、 5000 亩山楂、 5000 亩黄烟、
2000 亩大棚樱桃等基地建设。在曹家庄优质
桃基地，村民兴高采烈地往来自淄博、沂水等
地的货车上装桃子，村会计王兴军说：“俺村
95 户家家种桃子，按 2 元钱一斤的批发价算，
收入就 80 多万元。桃花开的时候，每天有 1000
多人来看桃花，到饭店吃饭都得排队。”

“谁拥有了生态资源，谁就占领了经济发
展的制高点，就拥有了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
来。”该镇党委书记孙传坤深有体会地说。辛
寨镇生态建设的“名片”，吸引了外来投资者
的眼球，今年 1 至 6 月份， 20 多个招商引资
项目落户辛寨，到位资金 2.3 亿元。

绿色立足 生态强镇

辛寨镇倾力打造

生态“名片”

本报青州讯 (通讯员赵灿)丈夫外遇不
归，妻子赌气离婚，回婆家取家私时遭公公阻
拦，儿媳情急之下，一棒将 80 多岁的公公打
成骨折。

7 月 25 日晚，青州市朱良派出所民警接
到报警，辖区某村胡某报案称自己被儿媳孙某
打伤。民警经调查得知，孙某的丈夫胡某在驾
校学车时认识一年轻女子刘某，两人勾搭成
奸，合伙外逃，孙某发现后赌气离婚。她回婆
家取家私时遭公公阻拦，情急之下抄起一木棒
砸向公公，结果将公公的右臂打成骨折。孙某
涉嫌故意伤害他人，现已被取保候审。

儿媳棒打公公
祸起“小三”插足

“别小看了
这小地堰，我们
今年光在它上
面种的花椒也
能收入五六千
元。”7 月 31 日，
正在采摘花椒
的沂水县诸葛
镇武将峪村董
富琴高兴得合
不拢嘴。眼下，
该镇在荒山荒
坡，地边地堰种
植的 8000 多亩
花椒进入收获
期，仅此一项可
增加收入 10 0 0
多万元。
(赵新峰 摄)

小地堰带来大收入

本报平邑讯 (通讯员吴
广英 苗华清)7 月 22 日，平
邑县 10 万亩绿色食品原料(金
银花)标准化生产基地顺利通
过了由国家农业部委派的专家
组的验收，成为全国首个获得
此类认证的基地。

平邑县 2008 年 4 月份正
式向国家农业部提出绿色食品

原料(金银花)标准化生产基地
认证申请，并确定郑城镇作为
参与这次基地创建活动 3 个乡
镇中的主体。该镇以当地 5 家
金银花种植、购销、加工龙头
企业为支撑，认真落实绿色食
品原料生产基地创建各项技术
规范和措施，建立了“公司+
基地+协会+农户”的生产管

理模式，按照要求对基地农户
和企业相关人员开展了绿色食
品知识培训。目前， 3 个乡镇
58 个村已创建 10 万亩绿色食
品原料(金银花)基地，其中郑
城镇有 6 万亩。

此次认证将进一步带动全
县金银花朝向标准化、规范
化、绿色食品化方向发展。

平邑获全国首个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认证

7 月 31 日，博兴县庞家镇羊桥村村民王爱
清在收割芹菜。庞家镇建起 4000 余亩的无公害
芹菜基地，最近一个月每天都有来自江苏、安徽
等地的货车等候在地头收购。菜农们也每亩纯
赚 5000 元左右。(陈建志 陈彬 李鹏飞 摄)

本报昌乐讯 (通讯员杨培青)日前，昌乐
县政府农业部门与县域范围内所有农资经营户
签下“军令状”，订立守法经营承诺书。

年年针对农资产品质量问题进行的“阵风
式”突击检查，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昌乐县农
业局组建了农业执法大队，不定期对农资市场
进行拉网式排查。同时，执法大队组织农资经营
业户签订经营承诺书，承诺书的内容主要包括：
诚信守法规范经营，销售保质产品；履行法定义
务，开展技术咨询服务；接受农民和社会监督，
依法主动承担责任等。通过承诺书的签订，进一
步规范了全县农资经营行为。

昌乐农资经营户签下
守法经营“军令状”

本报苍山讯 (通讯员姜
建军 刘磊)盛夏八月，苍山
县会宝岭水库四周绿色如海，
风景如画。郁郁葱葱的桃园
里，十几个劳力正在忙碌着，
有人采摘桃子，有人在给桃子
清洁装箱。“水库周围方圆百
亩的果园都是杜亚道的，农忙
收获季节全靠雇人干活，我们
几个人四季都在他家地里帮
忙，还不耽误自家地里的
活。”正在忙碌的几位群众告
诉笔者。时下，在苍山县，这
些专门给别人家农田干活的
人，当地称之为“农业家
政”。他们往往几个人或十几
人一组，一块出去为他人搞农
业服务，大到耕种、收割、搬运，
小到摘果、清洁、套袋，只要雇
主需要，讲好价钱就行。

笔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
在苍山农村，这种雇佣行为已
非常普遍，费用相对固定，形
成了相对稳定成熟的市场。长
期工工资每月 1100 元，短期
工工资每月 600 元，日工每天
40-50 元；钟点工按小时计
算，如采摘蒜薹每小时 10
元；记件工视农活的轻重灵活
掌握。这种灵活便捷的“农业
家政”模式不仅为雇主解决了
难题，同时他们自己也得到了
可观的效益。

近年来，该县为解决返乡
农民工再就业问题，积极拓宽
就业渠道，实施了“全民创

业”活动。政府部门对“农业
家政”这类民间组织给予规范
和引导，帮助他们拓宽服务领
域，组建了较为专业的“农业
家政”服务队，专门给那些缺
少劳动力的家庭或种养大户提
供有偿服务。“我每月能赚到
1000 元左右，虽然比以前在
外打工赚得少点，但是可以腾
出更多精力照顾孩子和老
人。”一个“农业家政”服务
队员显然对现在的就业环境和
就业质量比较满意。目前，苍
山 21 个乡镇几乎每个村都有
自己的“农业家政”，队伍已
发展到近万人。

苍山农村流行“农业家政”

钟雪凌 (0531)851935752009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一

ncdzzxl@163 .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