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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价一直跌 蒜农赌一把

本地大蒜囤在家里等反弹

居民锻炼有了“处方”

平原联社结合工作实
际，创新审计思路，实行“无
空隙”审计制度，让审计成果
成功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提
高了审计工作的效能。随着
农信改革不断深化，越来越
多的新领域被发现，越来越
多的新业务被开发运用。针
对不断增加的新业务，平原
联社审计稽核部与相关部室

沟通交流，制定专门的审计
方案，同时不断修改原审计
方案，保 证 审 计 项 目 无 漏
缺；在日常审计的同时，针
对电子银行、农信银、农金
通管理员、协理员等进行重
点审计，确保审计范围无空
隙、无漏缝，提高员工合规操
作的意识，减少屡查屡犯问
题的发生。 (张秀香)

平原联社坚持无缝隙审计

为进一步规避风险，平
原联社切实运用审计成果，
力求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效率
的内审队伍，加强审计工作
的后续管理。

一是对各项审计中发现
的突出问题，做出审计提示，
督促业务条线的规范管理，确
保审计意见得到有效执行。二

是合理组织后续审计，对历次
检查中存在问题较多或问题
突出的单位实施后续检查，重
点检查业务条线管理人员是
否认真整改确保达到整改问
题的目的。三是对执行不力、
整改不到位的单位，要追究被
审计单位的主要领导责任，实
行审计整改问责制。(张秀香)

平原联社大力提高审计成果

5月31日，临邑联社举办
客户防抢劫应急预案培训
班，辖内各营业网点分社负
责人、会计主管、大堂经理、
大堂保安共计120余人参加
了培训。

会上，监保部带领大家
学习了《临邑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客户防抢劫应急预
案》，从预防到应对每个环节
细致地给大家上了一课。通过
此次培训，强化了员工风险意
识，提高了安防水平，同时，强
化了大堂经理服务意识，提
高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网
点服务质量。(王丽 于观峰)

临邑联社举办防抢劫应急培训班

为加强内部控制，防范
风险隐患，全面提升合规建
设水平，各项业务取得快速
发展。乐陵联社多措并举提
升合规建设水平。一是抓学
习。加强重点岗位人员学习
培训，按照“内控管理，制度
先行”的原则，重点加强对会
计主管、信贷专管员等重要
岗位培训及考核。确保“把住

源头，掌握过程，控制结果”；
二是抓文明服务。加大服务
工作检查力度，定期不定期
检查、明察暗访，增强服务督
查的约束力；三是抓制度落
实。专人负责督促日常中层
会议中领导安排事宜的进度
及完成情况，做到及时督促，
定期汇报，达到“保质量、不
漏项”。 (郑海波 张艳)

乐陵联社“三抓”做好合规文化建设

平原联社坚持“风险防
控优先”的原则，全面规范
业务操作行为，加强风险管
理稽核，筑牢了风险防线。一
是审计部门及时对辖内新增
贷款、公司类所有存量贷款
进行专项稽核，杜绝各种违
规贷款行为。二是结合审
计信息系统、监控中心值

班记录、各级检查通报情
况、业务条线部室检查辅
导情况，建立问题信息库，
并对审计数据库进行定性
分析和定量分析，有效识别
风险。三是利用各类非现场
审计手段，合理确定审计
检查对象开展后续审计。

(张秀香)

平原联社筑牢风险防线

武城联社多措并举助推贷款投放
武城联社抓住有利时

机，多措并举，加大信贷投放
力度，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
一是加强专业合作社对接。
从县农财局获得专业合作社
的详细信息，下发至基层信
用社，由各信用社按区域进
行走访对接，定期上报对接
情况，对于有资金需求的客
户及时进行评定授信。二是

做好农民住房贷款投放工
作，目前已锁定7家社区为重
点，正在积极洽谈合作事宜。
三是狠抓新业务带动，加大
住房按揭贷款的投放力度。
四是对各社贷款拓展情况进
行定期通报。将各社新发证
数、新授信等情况进行全县
公示通报，各社发证数量具
体到人。 (王晓辉)

82名准妈妈集中上课

七旬老人靠捡废品为生

本报6月3日讯 (记者
李榕 通讯员 贾鹏 )

近 日 ，乐 陵 市 龙 山 社
区居民杜春华经过肺活
量、握力、反应时、背力、
闭眼单脚站立等共 1 1项
免 费 体 质 测 试 后 ，拿 到
了一张“运动处方”，上
面详细地告诉他该如何
合理参与锻炼及相关注
意事项等。

今年，乐陵市投资40

余万元，配备亚健康测试
仪、身体成分测试仪、心肺
功能测试系统、全套IC卡
国民体质检测系统等先进

设备，建成德州市首家国
民体质检测中心，聘请专
业测试人员进行操作，免
费向全市18至60岁的各类
人群进行体质检测。近日，
经常有社区居民慕名而来
接受检测，高高兴兴地拿
回一张属于自己的“运动
处方”。迄今已有1000多名
居民拿到了“运动处方”。

“下一步将鼓励有条件的
乡镇(街道)也建立国民体
质检测室，为更多的居民
免费提供“运动处方”。”乐
陵市体育产业办负责人宋
刚田说。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董传同 通讯员 台艳
秋 ) 为更好地服务辖区
居民，指导已孕育龄妇女
科学孕育健康宝宝，近日，
庆云县严务乡计生协会组
织辖区82名已孕育龄妇女
在该乡会议室开展了“准
妈妈课堂”孕产期保健及
科学育儿知识讲座。

本次“准妈妈课堂”孕
产期保健知识讲座邀请了

庆云县妇幼保健院妇科、儿
科专家，主要讲授孕产期膳
食营养知识、生活饮食注意
事项及婴幼儿喂养、一般疾
病预防、护理、早期教育等
知识，并针对孕期妇女经常
出现的抑郁症如何排解、新
生儿对夫妻关系的影响等
进行讲解。活动中共发放了
计生宣传品100份、宣传单
页200余份，受到准妈妈们
的欢迎。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张潇然) “我只是不想拖
累他们。”德州市育英大街
以捡废品为生的七旬老人
说，她在这条路捡废品已
经有一段时间了，每天饥
一顿饱一顿地生活，心里
有着很多的无奈。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
的老人称，她有儿子，但儿
子收入不高，每个月只有
800多元，还要供孩子读书
上学，十分辛苦，根本没有
经济能力再赡养她。“儿媳
妇得了白血病，花光了所
有的积蓄，就连住的房子
也卖了，为了不拖累儿子，
我就出来捡废品。”

老人说，她捡废品一
天所卖的钱，只能勉强维
持一天的生活，“只要我还
能动，我就能养活自己，我
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在附近上班的祁女士
说，她关注这位老人有一
段时间了，听说她有儿女，
但因为什么原因捡废品她
也不好多过问，“我在饭店
工作，平时就带一些客人
没有动过的馒头、饭菜给
她吃，自己攒了瓶子也给
她，感觉这么大年纪还出
来捡废品真不容易，希望
有能力的市民去帮帮这位
老 人 ，让 她 早 日 度 过 困
境。”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李榕) 4
月份大蒜上市后，蒜价滑入低谷，6
月3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德州本
地大蒜已经成熟，但是不少蒜农因
价格暴跌不愿脱手，将蒜囤在家里

“赌”价格上涨。
“没想到价格这么低。”黑马市

场售卖大蒜的陈爱武说，去年这个
时候已经在抢货源了，蒜种植面积
小，鲜蒜一上市价格便达到1 . 8元/
斤，随着鲜蒜入库价格上涨，最高
曾突破4元/斤。“按照往年惯例，10
天前本地蒜就应该陆续上市，但因

为今年大蒜价格暴跌，蒜农不肯
卖。”陈爱武说，对大多数蒜商和蒜
农来说，今年的价格已经降到“冰
点”。

禹城市梁家镇小尹村于宪兵
十多年来一直靠种蒜为生，他告诉
记者，他家今年种了9亩大蒜，按照
4000斤/亩计算，收成约3万6千斤。
于宪兵掐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一亩大蒜，蒜种1200元，化肥
300元，挖蒜工每天60元/人，另外
加上耕地、浇水、塑料薄膜等，也要
花费600多元。若除去蒜农人工，一
亩地的成本在2400元以上。“如果
按照每亩地出新蒜4000斤、市价7
毛计算，每亩地至少要赔300元左
右。”他说。

“去年大蒜的收购价格在2 . 4元
-2 . 8元/斤，每亩净赚8000元；今年
价格骤降至0 . 8元/斤，价格太低，没

人愿意往外卖。”禹城市梁家镇西小
张村村支书朱红贞称，西小张村是
禹城市种蒜大村，村里百十户蒜农
种了约500亩大蒜。按照惯例，10天
前本地蒜开始大批量上市，但目前
整个村子不足1/3的蒜运进市场，大
部分蒜农都在观望。“只能弄成蒜黄
或入库囤蒜，待秋收后卖干蒜。价格
会怎样现在不好说，估计等8月之
后，干蒜价格行情会明朗。”

“大蒜价格暴跌直接影响本地
蒜的上市价格。”德州市蔬菜办副主
任孙先生称，德州本地蒜主要集中
在齐河、禹城、临邑等县市，种植面
积共有16万亩，较去年减少1万亩，

“本地蒜种植面积少，但对整个市场
影响不大，价格仍是跟着市场价走。
但对种植户影响很大，他们看不懂
大蒜行情，价格进入良性通道才是
他们真正需要的”。

对于即将
到来的端午节，
应节食品粽子
总是颇受欢迎。
但现在亲自包
粽子的人越来
越少，传统的味

道也似乎越来越淡。可是，于文
先夫妇却一直坚持着卖自己包
的粽子，一卖就是二十年。3日，
记者在于文先家中见到他们时，
他们正在准备第二天要卖的粽
子。

干净的粽叶、新鲜的大枣，
于文先的老伴儿侯玉梅仔细地
包着每一个粽子。她告诉记者，
每天早上5点起来开始包，一天
三四百个，到了节点就包五六百
个。平时是包多少卖多少，不够
卖他们也不找人帮忙包。

1993年于文先和侯玉梅从
夏津来到德州，当时他们的住处
附近有所学校，两人就决定包粽
子卖，没想到一卖就是二十年。
粽子的价格当初是0 . 3元/个，后
来涨到0 . 5元/个，现在到了1 . 5
元/个。“每天都习惯了早起就开
始包粽子，要是哪天有事不包，
都觉得别扭。”侯玉梅说，其实赚
不了多少钱，主要是喜欢上了这

种生活。
于文先今年70岁，侯玉梅64

岁，每天几百个粽子对他们来
说，是不小的工作量。“过节的时
候会卖得多一些，我们就两个人
早起一会，中间少休息，也不找
人包。”于文先说，自己选好食
材，再自己动手，就保证了质量。

侯玉梅向记者演示着，在用
绳子绑紧的时候，要先绑紧锥角
的一边，然后再跨过锥角，绑另

外一面，这样交叉绑上两三个
圈，粽子就结实了。他们的粽子
粽叶最少洗3遍，要泡8个小时才
用，米也是泡3个小时才用。包在
粽子里的枣，他们更是精挑细
选，“大点的枣一个粽子里就放2
个，小枣就放7个。”

说到自己多年的生意，于文
先说，他们已经有很多的老顾
客，质量必须要有保证，要给大
家提供好吃、卫生的粽子。

老两口手包粽子二十年

不图赚多少 开心最重要
本报记者 王乐伟

6月3日，于文先老人在家忙着包粽子。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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