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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计生协会为咱计生户想得真

周到，知道我们三秋忙，让农业技术

人员把技术送到田间，有什么问题在

田间地头就能学会，真是太方便
了。”东昌府区侯营镇刘庄村计生会

员张玉荣高兴地说。

三秋生产以来，镇计生协会了解

到一些群众对农业知识不精通，平时

农活比较忙，没有时间学习，便抓住

秋收秋播的有利时机，组织农业科技

人员下乡传授农技知识，现场讲解农

村科技知识，面对面指导，手把手地

教，同时，发放实用技术资料，帮助

农民解决三秋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
题。为让培训更具有实用性，技术人

员还进行预约式培训，实行“菜单

式”教学，农民需要什么他们就讲什

么。只要农民一个电话，他们就会及

时把农民急需的种植知识送到田间地

头，这种培训模式极大的方便了群

众，深受群众欢迎。

截至目前，该镇已在田间地头举

办各类技术培训班 20 余次，培训计

生群众 2000 多人次，解决科技难题
30 多个，发放科技资料 2000 余份，

为科技战三秋创造了条件。(韩剑飞)

侯营镇“三秋助农”受欢迎

今年以来，东昌府区梁水镇打造

“五有”品牌，提升人口计生服务水

平，深受群众热议和欢迎。

活动有场所。村计生协会会员之

家，设阅览室、文体活动室，活动有

场所、有内容、有制度，提高了基层
计生协会会员组织和参加活动的热

情；妇女有关爱。多形式关爱女性健

康，为其提供优质服务并排忧解难；

生育有关怀。以协会为单位，以“协

会春风暖万家，服务群众你我他”为
主题，开展生育关怀活动；困难有帮

助。为计生困难家庭出谋划策，农忙

季节为缺乏劳动力的计生困难户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老弱有所养。建立

关爱计生老年人工作机制，对符合国

家奖励扶助条件的农村计生夫妇按时

足额发放奖励扶助金，同时，关爱婴

幼儿和女孩以及留守在家的计生家庭
儿童。 (谭金印 安景山)

柳园办事处三强措施提升计生工作

今年以来，东昌府区柳园办事处
紧紧围绕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中心任

务，采取三强措施，使该处计生工作稳
步提升。

一是加强对育龄妇女的宣传工

作，提高思想追求。通过向育龄妇女发

放宣传资料、组织开展宣传活动，向群

众普及政策法规，积极倡导婚育新风，

逐步转变群众观念和生活目标。二是

加强村级计生专干的培训工作，对计

生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要明细，对

计生数据的核实、上报要仔细，深刻认

识计生干部所承担工作的艰巨性、复

杂性，深入开展优质的服务和日常工

作，用务实的工作赢得育龄群众对计

生工作的支持。三是强化优质服务，认

真开展健康查体工作，做好流动人口、

育龄妇女孕期、产期、术后等服务，按

照新时期计生工作的形式和工作要

求，完成各项服务工作，为稳定低生育

水平提供基础保障。

(王振)梁水镇“五有”品牌提升服务水平

阳谷县质监局特种设备

安全专项大检查

为确保我县特种设备安全

运行，营造一个安全环境，阳谷县

质监局认真开展了特种设备专项

大检查。

此次检查的重点是公众密集

场所和大型生产工厂，包括学校、

宾馆、医院、车站、液化气充装站

等。检查的内容包括：核对设备使

用登记证及定期检验报告，是否

办理了注册登记及进行定期检

验，核对现场作业人员是否持证

上岗，使用单位是否建立特种设

备管理档案、设备全管理制度及

操作规程等。对其中存在安全隐

患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发出了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

通过上述大规模强化检查，

进一步提高在用特种设备的安全

指数，督促特种设备使用单位领

导加强管理，为我县人民生命安

全保驾护航！ (李力华 梁媛媛)

阳谷县质监局

监管服务五承诺

近日阳谷县质监局立足自

身职责，服务地方经济，向社会公

开五项服务承诺，接受社会各界

的监督。一是实行政务公开；二是

对服务对象办理事项一次说清、

首问负责、限时办结、文明服务；

三是有诉必应、有案必查；四是坚

持以人为本，倡导和谐执法；五是

依法行政，科学监督。

(李力华 梁媛媛）

阳谷县质监局

强化监管服务企业发展

一是夯实基础。准确录入各

类企业监管信息，不断完善更新

企业监管基础信息，规范录入数

据的准确性、真实性、有效性。

二是完善服务。对重点企业

实行靠前指导。

三是创新监管。

四是强化宣传。定期对企业

回访，定期对企业进行各种法律

法规的宣传，送法上门，及时帮助

企业建立和完善制度，提高企业

的产品质量。

五是重点监管。加大对违法

案件的查处力度。

(李力华 梁媛媛)

“三个同步”

创新监督管理模式

阳谷法院在全市创优争先，

率先引进先进科技，现已取得初

步成效。案件同步跟踪监督考核

机制实现了审判监督由事后监督

向事中监督，由静态监督向动态

监督，由结果监督向过程监督的

转变，建立了边办案、边监督、边

考核“三同步”的全新监督模式，

从而实现了在法官办案的同时监

督法官办案的目的，促进了审判

执行行为更加公开透明，保证了

办理案件的公正和高效，推进了

法院管理模式的创新。

(王爱华 孙海红)

阳谷法院

四项工作促阳光执行

一是在执行立案阶段发放执

行监督卡和执行须知，公开举报

方式；二是明确执行人员必须告

知当事人的内容和时限，并形成

材料附卷，确保当事人及时了解

影响执行结果的六个事项；三是

对案外人提出异议、涉及追加、变

更被执行主体、当事人对立情绪

较大、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和重

大疑难案件等案件一律实行公开

听证，做到有理辩论在当庭、事实

认定在当庭；四是加强监督检查。

对必须听证的，未经听证不得作

出裁定。 (王爱华、孙海红)

阳谷法院
高度重视信访工作

阳谷法院高度重视信访工

作，投入较多资金修建信访大厅，

增设接谈室，增加接访人员，实现

接待、登记、答复、处理一条龙服

务。另外，实行院长定期接访、院

领导包案分工、信访通报、信访说

明、信访考核等系列制度，努力提

高信访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力争

将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以信访

促进案件质量普遍提高，形成信

访工作良性发展的局面。

(张国华)

郭屯供电所扎实做好

违章树木清障工作

为确保电网安全运行，阳谷

供电公司郭屯供电所采取措施，

扎实做好违章树木清理工作。该

所首先组织农电工深入辖区

“10KV”线路，进行实地查看、调

查摸底。针对实际情况，供电所首

先向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进行汇

报，使电力违章树木清障工作得

到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

管区、村密切配合。在电力树木清

障中，该所还加大了《电力法》宣

传，使违章树木清障工作依法进

行。

(赵朝达 寻之军)

阳谷县质监局认真做好

秋季农资打假工作

近日，阳谷县质监局紧紧抓

住当前秋种农资消费旺季，积极

采取有效措施，大力组织开展秋

季农资打假下乡集中行动月活

动，掀起农资专项执法打假工作

新高潮。

此次秋季农资打假工作的重

点包括复混肥的总养分、水分等

指标是否合格；农资造假；无证生

产销售化肥以及虚假标识标注等

违法行为。

通过此次农资打假活动，向

广大农民宣传了农资产品识假辩

劣及打假维权有关知识，普及了

相关法律法规和科学使用农资的

知识，把服务“三农”工作落实到

了实处。 （王福存）

行 风 简 讯

城区超市多从农贸市场进菜

农超对接难接本地超市
本报记者 谢晓丽

聊城市大顺发超市采购经理

夏先生介绍，目前该超市每天要

购进近万元的蔬菜，多来自光明

农贸市场，只有小部分来自蔬菜
种植基地。“蔬菜从地头直接拉

到超市，减少了中间环节，利润

肯定比从农贸市场进菜要大。”

夏经理介绍，目前的农民合作社

没有形成规模，蔬菜品种少，农

超对接还难实现。

多乐多超市蔬菜区的石经理

说，超市曾尝试从菜地里直接拉

菜，但以失败告终，原因就是市

场菜价不稳定，农民接受不了市

场价，嫌菜价低。石经理表示，

从农贸市场进菜路途近，菜的种

类全，一站就可以采购齐全，因

此目前他们超市多从光明农贸大

市场进菜。

金鼎购物中心地下超市、金

鼎商厦地下超市采购经理林兵

说，超市有部分蔬菜实现本地农

超对接，这些蔬菜来自于集镇和

沙镇，还有一部分来自肥城和章
丘等地。林兵认为，农超对接对

农民、超市、消费者都有好处，

可以现场考察蔬菜的施肥、打药

等情况，但农超对接难就难在农

民合作社规模小、蔬菜品种少。

此外，超市对蔬菜质量要求很

高，要求分级，一些等级差的，

超市不能要，在这方面农民很难

接受。

市农委高级农艺师孙玉杰介

绍， 2008 年聊城开始实施农超对

接，农超合作的面积逐渐扩大，现

在已形成易初莲花超市对接于集镇

的“甜脆”小油菜，莘县和东昌府

区两处供香港蔬菜基地，茌平耿店

村的“茌星”牌蔬菜，也都与一些

大型超市建立农超对接。但总体上

来说，真正实现农超对接的比较

少。

孙玉杰介绍，聊城现有 300 多

万亩蔬菜种植基地，年产蔬菜 1200

万— 1300 万吨，蔬菜销售的主渠

道是农贸市场和路边市场。农民种

植一亩蔬菜大棚的效益在 1 万元以

上，如果实现农超对接，效益会更

好。“ 11 月底的小油菜、中秋节

前后的白菜、 6 月的西葫芦等，受

各种因素影响，容易出现价格偏

低。”孙玉杰说，解决这个问题的

最好方法，就是实现农超对接。

孙玉杰表示，无论质量还是价

格，聊城当地的蔬菜都有优势，本

地超市应与本地合作社积极对接。

“由基地直接向超市供应，减少中间

流通环节，可节省 15% — 25% 的费

用，农户和超市都可以多赚钱。”孙

玉杰说，但对接不能是一家一户，需

要农民合作社等中间载体。在这方

面，政府应提供方便，超市主管部门

也应推进超市与合作社对接。

24 日，莘县举办 2010 年秋季农超对接会，签订意向协议 127 项、长期供货协议
64 项，更多莘县蔬菜将走进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超市。然而，聊城市区几家大型

超市多从农贸市场进菜。市农委专家介绍，农超对接可实现农民、超市、消费者三

方互惠，本地超市对接本地菜农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菜农市民>>

盼望农超对接

东昌府区沙镇钱庄村的老钱种

植蔬菜已有五六年时间。“西葫

芦、茄子、西红柿，我都种过。”

老钱说，每逢蔬菜大量上市，聊莘

路沙镇、侯营镇路段有很多菜站，

外地来拉菜的客商多，菜就好卖，

但赶上天气不好，就少有菜商来。

老钱说，阴天下雨时，不少菜
农只能把新鲜的蔬菜拉回家，等天

晴了再来卖。“上次济南的超市来

收西葫芦，顺便拉走了一些茄子，

给的价钱还挺高。”老钱觉得这是

个好出路，如果能和济南的超市长

期合作，他的风险会小很多。

“我觉得超市应该从种植基地

直接拉菜，那样对市民更实惠，吃

得更放心。”在健康路买菜的高阿

姨说，那样的话，万一蔬菜出现问
题，能直接找到源头。她说，现在

蔬菜要经过好几道流通环节，到最

后从哪进的，居民大都说不清，中

间人也难找到。周围买菜的居民听

后纷纷表示，“农超对接是好事，

超市的蔬菜应该会更便宜。”

超市>>

农民合作社规模小、蔬菜品种少

农委专家>>

农超对接
可实现三方互惠

▲ 26 日，于集镇的村民
把刚摘的菜送到农贸市场去

卖。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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