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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眼里，关系民生的都是大事。我们敏锐发现线索，深入现场求证，贴近生活观察，竭尽全力探

索，只是因为读者的需要、市民的需要。

大
事

供供供暖暖暖报报报道道道，，，暖暖暖起起起来来来的的的还还还有有有民民民心心心
本报记者 景佳

从2012年11月4日起，15个昼夜，
百余名一线工人……菏泽市委市政
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赵王
河进行生态治理，清理河底多年淤
泥，封堵73个排污口，引入清水……
清澈的赵王河又回到市民身边。

从2004年菏泽市政府斥巨资修建
赵王河景观带起，赵王河就成了菏泽
城一条标志性的景区。可是换水成了
菏泽市每年必做的“功课”，这一方面
是由于赵王河水利条件限制，更重要
的原因是赵王河及引水河道沿岸存在
的73个排污口，换了新水、又排来污
水，难怪河水只清得一时。

在这场赵王河清淤战役中，记
者从清淤开始，到清水入城，用十余
篇稿件全程记录了这场重大工程。

如《 烂 衣 服 、塑 料 袋 、玻 璃
瓶……赵王河清淤，多见生活垃圾》
倡导市民爱护赵王河，《火，赵王河
换水热火朝天火，一批“渔民”趁火
打劫》呼吁市民一同制止趁河道清
淤捕捞鱼苗的行为。

在多种场合，菏泽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多次强调注重生态环境。
提出环境保护是生命工程，是“一号
工程”。只有把环保指标看得比任何
指标都重要，菏泽的发展才能经得
起老百姓的检验，经得起历史和实
践的检验，赵王河大换血就是对生
态环境重视的一次体现。

天寒盼暖是今冬最大的民
生事件，2012年10月至12月，本
报推出菏泽《暖流》系列报道，
从舆论监督着手，以护暖行动
收尾，做出了特色和影响力。

供暖季到来时，记者凭借
对菏泽市区集中供暖精准、深
入地观察和思考，连续发文《供
暖管网热乎乎 居民家中凉飕
飕》、《他们,偷了咱提前用暖的

福利》，毫不留情的批判，直戳
痼疾，并发出对城市供暖应急
机制的拷问，迅速引起了政府
主管部门和相关热企的行动，
推动了政府福利政策的落实和
供暖保障机制的完善。

随后，报道转向解决问题，
发出《家中的暖气还没热起来?
问题可能出在小区内部!》、《滤
网堵塞，成暖流入户大敌》、《用

暖小区发问相关部门寻因》、
《热了自己小区,凉了大片邻居》
等一组有分量的稿件。

最后，本报发起护暖行动，
入户解决百姓难题。主管部门
和热企专门派员予以配合。

媒体的责任和价值，在这
一次推动中得到了完美体现。

随着报道的不断推进，本报
热线630000热到每天上百个问询

电话，记者几乎成了专职的接线
员，不仅市民叫好，而且引起了主
管部门、供热企业和小区物业的
重视，真正成为了沟通市民与热
企、主管部门的桥梁。

由于报道足够客观，证据确
凿，不仅没引起被监督对象的反
感，反而获得了他们更大程度上
的信任，一些重要信息，主管部门
和热企都是通过本报发布。

赵王河大换血

清澈回到你我身边
本报记者 李贺

保卫餐桌，全民为食品安全而战
本报记者 董梦婕

从苏丹红到三聚氰胺，紧接
着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毒豆
芽、塑化剂、牛肉膏、问题奶等相
继曝光，这频繁发生的“食品门”
刺激着消费者的神经，为食品安
全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为我们的
生活和食品安全监管敲响了一
次又一次的警钟。

很多被曝光的食品安全事
件，让人听起来毛骨悚然，似乎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大胆放心地
吃了。菏泽的食品安全吗？每个
环节是如何监管的？在去年食品
安全周期间，菏泽多部门集中开
展食品安全系列主题活动，齐鲁
晚报今日菏泽适时推出食品安
全周系列报道“为食品安全而
战”，和市民一起关注食品消费
安全，寻找我们的安全食谱，同
铸食品安全。

整个策划从2012年6月12日
到6月20日结束，深入生产源头、
加工环节及流通环节，每天的采
访都安排满满当当，常常一早六
七点钟出发，直到下午六七点才
能赶回报社，埋头赶稿的同时还
得联系次日的采访行程。

我们从养殖场走进屠宰场，

从田间走进蔬菜批发市场，探访
乳制品源头的安全把控、瘦肉精
的检过程测、蔬菜流向餐桌的第
一关；还走进银香伟业、中粮艾
地盟、幼儿园食堂等企业、学校
实地探访每批食品的生产、自检
过程；在菏泽市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所，食品和生活用水检验检测
流程、各项技术保障措施更是让
人开了眼界。

从食品监督抽查的结果看，
菏泽市规模以上食品生产企业
产品质量较好，不合格产品主要
集中在小型食品企业，虽然先进
的设备、精确的检测技术能力能
为食品安全提供保障，但是要确
保食品质量过硬，还得进一步落
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加大
食品安全监管力度。

整期策划报道营造了良好
的食品安全舆论氛围，特别是策
划里中食品安全大家问小版块
中，食品专家与市民零距离讲解
辨别假劣食品方法，增加了市民
的食品安全意识。食品安全任重
而道远，只有大家都参与进来，才
能筑起坚固的堤坝将有毒有害食
品，有效阻挡在百姓餐桌之外。

烟台工作生活的单县籍张女
士，30岁了想要个孩子，却遇到了办

“准生证”的坎儿，三年奔波三地，没
有办成，弄得孩子也没敢生。

无奈之下，去年11月份，其向本报
反映。30岁的张女士初婚一胎，确切说
还符合国家晚婚晚育计生精神，为啥
奔波3年仍未办下“准生证”？而记者了
解到，张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

稿件于11月7日见报后，山东省计
生委专门向本报解释情况，并针对流
动人口办理准生证问题召开了全省计
生会议。张女士遇到办证难题也自然
迎刃而解。

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对该报道或
转载或评论，中央新闻联播也对张女
士进行了采访。短时间内舆论形成合
力，顺应民意，在全国掀起呼吁国家计
生政策改变的热潮。最终，促成国家出
台“流动人口就地办准生证”的新政
策，要求各地简化办证程序，解决流动
人口等人群办证难问题。

一个报道促成

一个政策的改变
本报记者 崔如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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