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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受灾灾冬冬枣枣占占沾沾化化区区总总量量66%%
技术人员指导受灾枣园自救，预计今年总产量6 . 5亿斤左右

本报8月31日讯(通讯员 方
明 志琦 勇强 记者 王晓
霜 王领娣) 8月30日，沾化区、
下洼镇干部与专业技术人员在
下洼、黄升、泊头等乡镇指导枣
农整理受雹灾的冬枣园。据悉，
全区已有300多名干部深入受灾
枣园帮助开展抗灾自救，受灾区

域群众全面展开恢复生产。
8月29日，沾化区下洼镇永

丰、孟家、台郭等村以及黄升镇、
泊头镇、富源街道少部分区域沾
化冬枣遭受雹灾，造成部分冬枣
落果和砸伤，受灾总面积3 . 2万
亩，冬枣平均减产30%左右，其
中，重灾面积1 . 5万亩，平均减产
近60%，据统计，全区直接经济
损失1 .27亿元。

灾情发生后，沾化区、下洼
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迅速组

织区、镇、村干部与沾化冬枣专
业技术人员进入受灾枣园组织
群众开展抗灾自救。沾化区委书
记贾善银等深入到枣园田间，鼓
励枣农迅速恢复生产，做好灾后
自救。

据介绍，沾化区指导枣农迅
速实施多项抗灾自救措施，主要
有清理枣园，减少病源，及时排
除枣园积水、残枝落叶及落果，
喷施杀菌剂，预防病菌侵入；疏
松土壤，养根壮树，雹灾后土壤

通透性差，及时中耕松土，增加
土壤的通透性，根据受灾程度细
致修剪，确保树势的恢复。

沾化冬枣还有不到一个月
时间就开始成熟上市，这次冰
雹灾害对沾化冬枣的总产量影
响如何？据沾化冬枣产业办公
室副主任郭庆宏介绍，沾化区
共有枣园面积50万亩，此次受
灾面积3 . 2万亩，占全区总量
6%，预计全区冬枣总产仍然在
6 . 5亿斤左右。

儿儿童童座座椅椅在在滨滨州州市市场场不不受受待待见见
9月1日起，未通过3C认证的儿童安全座椅不得出厂销售

本报8月31日讯(记者 王
璐琪) 根据规定国家质检总局
和国家认监委联合发布的《机
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实施
强制性产品认证公告》，规定自
今年9月1日起，未通过3C认证
的儿童安全座椅将不得出厂、
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
动中使用。

在滨州市几大育婴店和汽
配商场，记者看到儿童安全座
椅并不是很多，每个店一般都
有自己专一的销售品牌，根据
店员解释：“儿童座椅的价位不
是很低，进口品牌的价位更是
在2千元左右，所以我们不会存
货很多，避免压货卖不出去，有
意向购买的顾客可以提前订
购。”走访几家店之后，记者发
现儿童座椅的品牌各异，但是
使用说明和认证标志还是可以
找到的，但是从店铺销售情况
看，滨州市场对儿童安全座椅
的购买意识还不是普及，但是
去年8月，新修订的《山东省高
速公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二章
第十一条规定，“机动车进入高
速公路行驶，驾驶人不得安排
未满十二周岁的未成年人乘坐
在副驾驶位；未满四周岁的未
成年人乘坐家庭乘用车，应当

为其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
座椅。”

在一家汽配店，记者发现
一个没有表明厂家、3C认证的
儿童安全座椅，经询问得知，这
是店主用来做比较的，店主说：

“这个儿童安全座椅没有商标、
没有经过安全认证，进货也就

200多元，市场卖价在300左右，
但是经过和正规品牌对比就能
发现质量很有差别。”没有商标
的儿童安全座椅明显要轻很
多，而且塑料机构有很大的异
味，店主说：“这个没有上商标
的儿童座椅我们不卖，只是用
来作比较。”

也有的店主说：“《机动车
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实施强制
性产品认证公告》的公布，有些
名牌厂家的低价位儿童安全座
椅没有经过3C认证也停止销售
了，因为安全意识的提高，很多
家长在选择安全座椅的时候也
会特别留意3C认证标志。”

“海上党支部”

帮扶困难群众

8月31日，冯家镇“海上党支
部”改建工作顺利完工。截止目
前，“海上党支部”与冯家边防派
出所共开展党日活动30余次，帮
扶困难群众10人，治安防控巡逻
30余次，帮助渔民挽回经济损失
60余万元。
本报通讯员 孙利
本报记者 杜雅楠 摄影报道

以宣传为先导

严厉打击两非

惠民县石庙镇党委、政府把
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和清
理违法生育行为作为当前人口
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之一来
抓，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紧
扣关键环节，结合返乡流动人口
清理和依法行政政策宣传两个
重点，多措并举，综合施治。

本次集中宣传活动紧扣“四
个加强”全面开展综合整治活
动：

一是加强宣传，促进观念转
变。主要通过一次融“出生人口
性别比综合治理、返乡流动人口
管理服务、依法行政政策法律宣
传”为一体的集中宣传活动。大
力宣传普及《人口与计划生育
法》、《婚姻法》、《流动人口计划
生育管理办法》、《母婴保健法》、

《贵州省计划生育管理条例》等
法律知识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
在全镇范围内宣传出生人口性
别比升高及早婚早育的危害性，
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专项治理
活动。大力倡导“生男生女一个
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等科学、
文明、进步的新型婚育观念，营
造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的良好
社会氛围，将逐步转变群众生育
观念作为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
的根本之策。

二是加强监管、加大打击力
度。一是建立完善派出所、卫生
院、城管办、计生等部门联席会
议制度，加强出生人口性别比治
理过程中的磋商、协调和监督；
二是加大举报奖励力度，广泛发
动干部群众积极提供线索举报

“两非”行为；三是坚持暗访和突
击检查相结合，严肃查处终止妊
娠药品的经营和销售情况。

三是加强过程管理，完善制
度。全面清理二孩发证对象和一
孩生育对象，对所有怀孕对象签
订“两非”包保协议书，加强生育
全程管理和跟踪随访服务，并将
其作为防治人为选择性别生育
的主要环节来抓。

四是加强社会监督、群防群
治。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
和早婚早育工作中，坚持双管齐
下，共同负责的原则，农村党员、
村干部吸纳为计划生育工作责
任人，按照“居住就近、便于管
理”的要求，实行党员干部联系
未婚青年和持证育龄人员制度，
发挥党员干部先锋示范作用，与
育龄妇女小组长共同构成一个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遍布镇村
的人口计生工作坚实网络，群防
群治，共同推进石庙镇人口和计
划生育工作扎实有序开展。

(李广喜 吴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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