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23日讯(通讯员 刘
莹 记者 于荣花) 21日上午，
滨州市政府召开全市平安消防专
项行动暨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
现场会，全面安排部署下一步全
市党的十八大消防安全保卫工作
以及全市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
工作。

全市平安消防专项行动暨消
防安全“网格化”管理现场会由市
政府副秘书长丁爱军主持，省消
防总队副总队长张文华，市政府
副市长张兆宏，副市级干部、市公
安局局长桑培伦，副局长樊守林，

各县区分管消防工作的县区长、
公安局长，消防支队、大队部分官
兵代表参加会议。会议代表实地
参观了滨州经济开发区杜店办事
处、南海社区、西李村以及海通时
代花园小区的“网格化”消防安全
管理工作现场。会上，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邹平县政府分别作了消
防安全“网格化”管理经验介绍，
副市长张兆宏、省消防总队副总
队长张文华分别作了重要讲话，
就做好“网格化”管理提出了明确
要求。

消防安全“网格化”即各乡镇、

街办作为“大网格”，要成立消防办
公室，对“中网格”“小网格”督促指
导；社区、行政村作为“中网格”，要
成立消防工作室，对“小网格”督促
指导，并参与日常的消防检查巡
查；责任片区、社会单位作为“小网
格”要成立消防工作组，具体落实
日常消防检查、巡查以及火灾隐患
违法行为的整改落实。

全市划分“网格”控消防隐患
各“网格”将按照责任片区分别设立消防办公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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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闻

本报9月23日讯(记者 张
卫建 通讯员 陈方明 ) 受
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沾化冬
枣今年的产量预计比上一年
减少 1亿斤，但令人意外的是
沾化冬枣的品质却达到了历
史最好水平。据了解，其中冬
枣管理新技术的推广让冬枣
经受住了灾害的考验。

近年来，为持续推进沾化
冬枣产业科学健康发展，沾化
县以打造“中华民族著名水果
品牌”为目标，大力实施沾化
冬枣二次创业，推行标准化生
产，尤其是今年深入实施“沾
化冬枣产业创新提升工程”，
通过严抓疏密间伐、限产提
质、安全生产监管等措施，确
保了沾化冬枣绿色生态安全，
沾化冬枣品质大幅提升。

沾化冬枣树体负载合理
了，从而保证了生长营养充
足，叶片与果实生长旺盛了，
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明
显增强。尤其是通过疏树、疏
枝、疏果，树体生长空间明显
加大，通风、通光、除湿能力明
显增强，从而把连续阴雨天与
洪涝灾害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程度。

今年 8月初至 9月上旬的
大雨，导致部分地块出现了
积涝，但绝大部分枣园排水
及时、管理得当，不但没产生
明显的不利影响，而且化害
为利，为后期果实的发育与
质量的提升积累了充足的肥
水条件，促进了沾化冬枣健
康生长。

如今，沾化县干部群众、
广大枣农沾化冬枣质量意识
明显增强，沾化冬枣产业发展
理念明显转变，引发了一场沾
化冬枣产业“思想革命”，在推
广应用沾化冬枣各项管理新
科学技术与沾化冬枣标准化
生产技术规程上，态度坚决，
行动彻底，注定带来一场沾化
冬枣“品质革命”。

今年沾化冬枣品质达历史最好水平
产量预计比上年减少1亿斤，但冬枣管理新技术让冬枣经受住了考验

杜店办事处消防官兵正在
办事处院内实地演练。

本报记者 于荣花 摄

节前查违交通违法

一晚查了1800多起

本报9月23日讯(记者 刘涛
通讯员 管林建 ) 9 月 2 0 日晚 8

点，滨州公安交警对全市交通进行
安全大检查，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1800余起。

据了解，此次行动是在国庆中
秋即将来临之际，为坚决防止严重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而采取的交通大
检查。为此，滨州公安交警采取多警
联动各部门密切配合，共出动警力
461人次，警车215辆，检查车辆7000

余辆，共同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1800

余起。
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安交警的

突击检查，让一些驾驶员感觉有点
措手不及。其中，有一辆北京现代车
车主突然转向，拐到旁边胡同里。还
有一辆开着丰田车的司机，经酒精
测试为32㎎\100ml，属于饮酒驾驶，
根据规定，将对该司机进行驾驶证
单扣半年，扣12分，罚款1000元的处
罚。

滨州公安交警东城交警大队一
中队中队长周长山说，最近酒后驾
驶涉牌涉证等违法行为有所抬头，
针对中秋佳节、国庆来临之际，司机
朋友饮酒后不要驾车。

本报9月23日讯(通讯员 李丁
记者 王丽丽) 23日，滨州市全

市 209名房产销售人员参加了由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开发管
理办公室组织的房产销售人员培
训班。下一步，主管部门将严格规
范滨州市房产市场销售人员的准
入机制。

举办这次培训班是滨州市房
地产开发市场蓬勃发展逐步趋向
转型升级平稳健康发展的市场需
求，也是进一步整顿规范房地产销
售市场秩序的重要举措。目的在于
提高滨州市房地产开发队伍和营
销队伍掌握科学的房地产营销管
理规律及运作模式的能力，提高商
品房销售人员的专业知识、从业素
质和思想意识，同时也为房地产业
的健康有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下一步，凡在滨州市从事商品
房销售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上岗
证，并在销售服务过程中佩戴楼盘
销售胸牌，市开发办市场检查队将
不定期对售楼场所和销售人员规
范情况检查，对不符合法定程序的
将依法严肃处理。

209名房产销售

人员集体上课

本报9月23日讯(通讯员
高立逸 记者 杨玉龙) 如
今沾化冬枣享誉全国，但在沾
化县进行冬枣深加工的企业并
不多见。如今，沾化冬枣全县种
植面积已突破50万亩，冬枣也
已成为沾化县的支柱产业。随
着冬枣产量的逐年大幅提高，
延长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加
值成为冬枣产业健康发展的发
展方向。

20日上午，在沾化县浩华
果汁有限公司，价值636万元
的果汁设备正从卡车上卸下安
装中。山东沾化浩华果汁有限
公司董事长梁胜国说，有了这
套设备，可制造出视觉上更清
澈的冬枣醋。”目前企业设备总
价值5000多万，会陆续引进总
价值共5000多万的设备，将实
现冬枣醋、冬枣汁、膨化冬枣、
冬枣酒等产品的加工生产。

梁胜国说；“如果没有科技
支撑，没有跟各高校、科研院所
的合作，就没有今天的浩华果
汁。”据了解，浩华果汁从2007
年 6月建厂以来，就进行冬枣
饮料的生产研发，至今已有了
冬枣汁、冬枣醋等产品。

“只有延长产业链，研发新
产品，增加产品附加值，企业才
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
梁胜国说，3个月前沾化浩华

果汁有限公司只做浓缩果汁，
与山东省饮料产品协会、山东
食品工业发酵研究院、山东轻
工业设计院等五家科研院所合
作后共同成立了山东浩华科技
研发中心，主要负责产品工艺
的改进和冬枣果糖、冬枣醋、冬
枣酒等产品的研发。“目前已经
有了三个专利，是冬枣多糖、冬
枣溴素和膨化冬枣。三年时间
内，这些专利都可实现投产。”

沾化冬枣深加工意识正在觉醒
目前已有企业实现冬枣醋、冬枣汁等产品的加工生产

京津大型超市纷纷采购冬枣

本报滨州9月23日讯(记者
张卫建) 随着沾化冬枣名

气在全国越叫越响，沾化周边
县区的冬枣种植园也纷纷搭
上这趟“快车”，吸引了来自省
内外多个城市的客商和普通
市民前来采购和采摘。

18日上午，位于滨州市滨
城区滨北办事处205国道旁边
的滨州雁来红维果有限公司
冬枣园内来了众多来自北京、
天津等地的客商，他们此行的
目的是向京津等地的大型超
市采购冬枣。“从上个周末开
始，已经有济南、青岛的顾客
来园子里采摘了，今年冬枣成
熟比往年提前了十多天时间，
这些顾客都是抢着来尝鲜的。
估计来园里采摘的人会在国

庆期间达到高峰，那时候也是
冬枣大批量成熟的时节。”雁
来红维果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根国介绍。

雁来红冬枣园占地300余
亩，为了保证冬枣的品质，果
园工作人员从土壤、苗木、水
质、技术等方面入手，实行纯
天然管理，已连续四年不施用
化肥和农药，肥料全部使用生
物有机肥，保证冬枣无化肥、
无激素、无农药残留，2009年，
雁来红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
中国驰名商标，吸引了越来越
多外地客商慕名到园里采摘。

“一降一升，用这四个字
来形容我们园里今年枣的情
况再形象不过。降，是指冬枣
的亩产量比往年都有下降；

升，是冬枣的品质上来了。”李
根国告诉记者，和其他地方的
冬枣一样，在2000年前后，为
了追求冬枣的个头和产量，农
药、化肥、激素都用到了枣树
上，有些园子里每亩冬枣的数
量从不足百棵，到了300多棵，
产量真是上去了，亩产4000斤
甚至是5000多斤，但品质却下
来了。为了重新恢复冬枣品
质，枣园限定亩产株数，每棵
树枣枝数量限定，每根枣枝上
的冬枣个数限定，今年每亩冬
枣的产量限制在了2000斤以
内。“虽然产量降低了，但由于
品质上升，价格也会略有上
升，人们吃起来也更放心了，
现在的枣从树上摘下来擦一
擦就能吃。”

雁来红东枣园的工人正在分类挑选冬枣。 本报记者 李运恒 摄

交警正在现场查看司机证件。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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