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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上班全员接受为期五天的集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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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本报2月18日讯(记者 张卫建
杨青 ) 2月17日，农历大年初

八，春节长假后上班第二天，滨州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内不见了往年
的各科室人员串门团拜，取而代之
的是全局干部员工齐聚在会议室
内，共同听取滨州市委党校教授张
燕的关于党的十八大精神辅导。滨
州市质监局以学习促开局，而集中
学习将一直持续到本月21日。

为进一步加强干部职工队伍
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和服务经

济发展能力，滨州市质监局决定在
春节假期刚过，在系统内干部员工
之间开展集中学习活动，而这个决
定和计划早在春节之前就已确定。

本次集中学习从2月17日开始，
至当月21日结束，一共5天时间，学习
内容围绕十八大精神、党风廉政、行
政执法、政务公开等公共知识方面
展开，每堂课分别邀请滨州市委党
校、滨州市纪委、滨州市检察院、市政
府办公室等单位部门专家、学者及
有关负责人有针对性地进行讲授。

学习采取集中现场讲解授课、视频
讲授和集中讨论等形式，上午、下午
分别安排两个半小时和三个半小
时，滨州市质监局全体干部员工、各
县区质监人员也以全新的视频授课
方式参与到学习中来。

据滨州市质监局人事科科长
张爱滨介绍，全局员工集中学习在
滨州市质监局已成为一种传统，但
一次能持续这么长时间、课程如此
紧凑的还是第一次。“把集中学习
放在春节后上班之初，一方面是想

让大家尽快收心归位，尽快回到工
作状态中；另一方面我们对课程进
行了科学合理安排，力争让大家都
能真正学有所用。除了这次学习
外，今年我们局每个月还都至少安
排了一次集中学习。”张爱滨说。

学习关键是学以致用，虽然学
习刚开始了还不到两天时间，滨州
市质监局办公室主任蔡磊对本次
学习的效果已深有体会，“在我们
传统认识里，理论的东西感觉总是
离现实不是那么接近，很少沉下心

来去理解体会。这次学习无论是课
程设置还是教师讲解，都紧紧贴近
我们工作实际，能够真正去指导我
们的工作。听课过程中大家都很认
真，没有随意接听电话的，更没有
随意出入会场的。昨天的学习就很
能说明效果，下午的集中讨论本来
只安排了一个小时时间，但大家结
合自己的工作畅所欲言，持续了将
近三个小时才结束，我感觉这说明
大家确实是深有体会了。”蔡磊18
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本报2月18日讯(记者 于荣
花 ) 正月初四，大多数人还都
在家忙活着招待客人或走亲访
友，而在菏泽市成武县大田集镇
洪光大蒜加工厂，已有附近村庄
的30多个村民来到加工厂内打
工。扒皮、剪杆、缝袋，每加工一
袋大蒜村民可挣4块钱。“家里忙
得差不多了，到这里来既能锻炼
一下身体，还能挣到钱。干得挺
高兴！”大田集镇李楼村村民袁
有翠告诉记者。

菏泽市成武县大田集镇是
当地有名的大蒜产地。往年的夏
季不仅农民着急往外卖蒜，家里
稍有空闲的人也会去镇上给收
购商打工，但入秋之后，活儿会
慢慢减少，只有少部分客户量大
的加工厂会在冬季加工大蒜。大
田集镇洪光大蒜加工厂的老板
郭冉杰告诉记者，因广州一带的
客户需求较大，大蒜需常年供
货，很多村民冬季也来洪光加工
厂打工，“我们年前干到腊月二
十三，年初四就开工了。”

2月13日，农历正月初四，春
节刚刚过去三天，在洪光大蒜加
工厂内已经有30多名女工在忙
活着扒皮、剪杆、装袋，还有一位

男工专门负责这些成袋大蒜的
缝口工作。

家住大田集镇东苇子园村
的村民郭爱红告诉记者，因为过
节在家没事，就带着孩子到这来
打工。郭红霞的两个孩子一个六
岁，一个九岁，都在郭红霞加工
大蒜的附近玩耍。据工厂负责人
和村民介绍，来此打工的村民一
般早上5点半起床，六七点钟就
陆续来到加工厂干活了，货车运
来的大蒜，这些女工只需要简单
的扒皮、剪杆、装袋三个步骤，每
加工一袋就能挣4块钱。在30多
个打工者里，只有家住韩堂村的
村民刘洪峰是男工，来负责给这
30多个女工缝袋，“这个比较快
一些，缝一个袋能挣两毛钱。”刘
洪峰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在此地打工的
多是附近村民，因是计件工作，
受时间限制也较小，中午有些离
家近的可以回家吃饭，有些索性
就要一份盒饭，最多的一人加工
20多袋，能挣一百多块钱。“过年
啥都不缺，没事干还觉得很无
聊。现在一边挣钱一边也是锻炼
身体，比坐在家里打牌好，一点
也不觉得冷。”袁有翠告诉记者。

菏泽成武县大田集镇洪光大蒜加工厂附近村庄的30多个村民———

省出打牌时间，年初四就开工

本报2月18日讯(记者 张凯
通讯员 庞晓程) 进入腊月，当
大多数村民都在准备年货时，几十
位村民却在邹平县九户镇左李村
的净化水设备工地紧张施工。至
此，九户镇辖区内的26个村的净化
水设备已投入使用，万余村民结束
了几代人饮用苦咸水的历史。

左李村位于九户镇政府驻地
东南，全村99户近400余人，受地理
位置影响，全村日常用水多是黄河

水。“水质硬，杂质多”村民告诉记
者，为解决全村喝水问题，左李村
开始打深水机井，但受盐碱地影
响，机井水口感又苦又涩，且水质
没有安全保障。

近年来，不少村民只能去镇上
买矿泉水喝。“我们村的水质不好，
得去镇上买水喝，家里有个年轻的
还好说，像我们这样家里只剩下老
的了，买个水可费劲了。”村里的曲
大爷告诉记者。

2012年秋，左李村开始筹备上
净化水设备。邹平县水利局住该村
第一书记孙志营和村民多次外出
考察净化水设备、安装问题，终于
将设备的购置及安装问题落实。经
过近三个月协调筹备，春节前该村
净化水设备已全部到位。

目前，净化水设备正在安装，村
里85岁的老党员张立义高兴地说：

“村里真是给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
题，以后在家门口就能喝到甘甜的

净化水了，高兴啊。”孙志营告诉记
者，净化水设备已陆续投入使用，预
计今年春天全村将用上净化水。

记者了解到，九户镇已有26个
村上了净化水设备，万余村民的日
常生活用上净化水。该镇工作人员
介绍，九户镇大部分饮用水属于硬
咸水，水质硬口感又苦又涩，为保
证所有群众用上优质安全的饮用
水，今年全镇村居将实现日常生活
净化水全覆盖。

邹平县九户镇左李村农民———

告别硬咸水，喝上净化水

2月10日，大年初一，阳信县流
坡坞镇张古庄村，前三天的彻骨低
温余威不减。

奶奶去年去世，按照习俗，今年
亲戚都要来我家，之后给奶奶上坟。

上午10点多，亲戚们就陆陆续
续地来了，“来来来，赶紧屋里请”。
生怕亲戚们冻着，可出屋一看便知
道多余了。

表叔开着双龙越野车，表哥开

着奇瑞，表姐开着朗逸，大表弟开着
别克，小表弟则开着第八代索纳塔。

亲戚们都有车了，这在前几
年是无法想象的。记得小时候去
走亲戚，最常用的就是自行车，近
的还好说，就怕住得远和下雪。一
家四口就得用两辆自行车，再带
上一些礼品，着实有些不方便，甚
至有些痛苦。

三姑妈家最近，只有四五里路，

大不了走着去，顶多半小时。可去二
姑三姑家就麻烦了，二三十里路，只
能早去早回。记忆中还真没去过小
姑家多少次，太不方便了。

后来，自行车逐渐被摩托车
取代，可四五年前谁再说自家有
辆摩托车，那肯定被人笑话。现在
在农村里，十万以下的车就不要
显摆了。就拿我们村来说，一个
240来口人的小村子，各种汽车已

经有了40多辆。
聊天时，表兄弟们的变化是最

让人感叹的。就说开奇瑞的表哥吧，
掏出手机来一看，iPhone，一家人还
在城里买了楼房，把父母接了过去。
说起来，幸福之情溢于言表。其他兄
弟姐妹也是勤劳打拼，各自闯出了
一片新天地。

再过几年，亲戚们又将开什么
车来呢？ （记者 张峰）

过年走亲戚，都开上车啦

袁袁有有翠翠正正在在加加工工大大蒜蒜。。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于于荣荣花花 摄摄

元宵灯会期间禁止

销售和燃放孔明灯

本报2月18日讯(记者 张卫建
通讯员 宋滨 于春燕) 今年

元宵节期间，按照往年惯例，城区
将于2月22日至2月25日在渤海十六
路黄河八路至黄河十二路路段举
办元宵灯会。为了消除安全隐患，
防止各类事故发生，灯会期间灯会
区域将禁止销售、燃放孔明灯。

“孔明灯”属高空明火飞行物，
灯罩也是易燃油纸，升空后火焰温
度极高，滞空时间可以长达半个小
时，上升高度达到1000米，因为制作
工艺、放飞技巧和升空后随风向飘
走不可控制等因素，在放飞过程
中，一旦落到灯会现场或挂在树
枝、电线、楼顶广告牌、霓虹灯上就
会引发火灾；如果放飞的孔明灯落
在加油站、煤气站、化工厂等易燃
易爆区域，后果更是不堪设想。滨
城区城管部门将在灯会期间对销
售、燃放孔明灯现象进行查处。

每年灯会期间都会有大量商贩
入场经营，今年进入灯会现场的经
营业户须听从城管部门的统一指
挥，到指定地点经营。由于灯会期间
人流密集，为了防止拥堵踩踏事故
的发生，经营业户必须到城管部门
预先划定的区域进行经营，不得擅
自进入灯会现场。在经营的同时，还
要保持摊点周边的环境卫生干净、
整洁，对于经营产生的垃圾要自行
进行收集处理，不得乱扔垃圾。对于
在灯展期间违反规定的经营业户，
城管部门将予以严肃查处。

春节期间餐馆歇业

上班早的市民挺苦恼

本报2月18日讯 (记者 杨玉
龙 由淑敏) 春节期间，大部分
餐馆闭门歇业，外出吃饭、与朋友
聚餐，都让市民犯了难。正月初八，
餐馆才陆陆续续开了门。

“总算有的吃了！”家住黄河十
路渤海十路附近的市民王先生很
无奈，他家在惠民，因为工作原因，
正月初五就来到了滨州。“我住的
地方没锅没灶，只能在外面吃饭。
周围有四五十家小饭馆，但初五、
初六那两天只有兰州拉面一家开
门了，我硬是吃了两天的面，真不
想再吃了！”到了正月初八才看到
周围有餐馆陆陆续续开门了。

刘先生2012年参加工作，新的
一年，想跟一年来认识的朋友一起
聚餐，“因为人少档次也不用太高，
找个小餐馆就足够了。但实在太难
找了，常去的几家特色餐馆都没开
门，就连路边商店都没几个开门
的。”一直到了正月初九，他的这个
想法才变为现实。

18日是农历正月初九，餐馆都
开门营业了吗？带着疑问，记者进
行了走访调查。下午4点，在黄河十
路上，从渤海九路到渤海十路，整
个路段大大小小共有41家餐馆，有
25家开门营业。

“越吃越香家常菜”就是其中
之一，店主戚先生介绍，他老家在
沾化黄升，春节期间回老家过年，
到了正月初六才回来的，又抓紧用
两天时间改造了厨房，直到18日才
正式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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