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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城事

这这边边警警报报长长鸣鸣 那那边边鞭鞭炮炮声声声声
国耻日的喜庆鞭炮引起市民反感

本报枣庄9月18日讯(记者
袁鹏) 今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
变八十二周年，为纪念这一特殊
的日子，枣庄市在这一天在全市
范围内拉响了防空警报。但是，有
些市民却在发空警报拉响时听到
了不甚和谐的鞭炮声。

18日上午10点钟，枣庄市在
全市范围内拉响了防空警报，但
是家住市中区华山路的一名市民

却告诉记者，就在防空警报拉响
四五分钟之后，他却听到了附近
酒店有人结婚放的鞭炮声。而且
那鞭炮放得又响又长，鞭炮声一
响，直接盖住了防空警报的声音，
等鞭炮放完防空警报也没了，搞
得他都不知道这防空警报响了多
长时间。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薛城一
名市民身上，他调侃称这是“婚礼

鞭炮成功盖过防空警报”。他表示
虽然谁都没有权利规定9月18日
这一天不能办婚礼，但是放鞭炮
这个环节至少要和极具仪式性的
防空警报的时间错开来。在防空
警报响彻全城之时那边象征喜庆
的鞭炮声同时响起，这令人觉得
非常不舒服。

市民刘先生是市中区人，他
将于9月21日举行婚礼。他向记者

表示由于这段时间正好挨着中秋
国庆双节，所以很多新人选择在
这几天结婚，以便利用双节的假
期安排蜜月旅行之类的活动。他
之前提前好几个月订结婚的饭
店，但是很多好日子已被定了出
去。所以可能有些人在9月18日结
婚也并不是其本意，但是他也觉
得拉防空警报的时候放鞭炮太不
应该。

记者发现很多市民对关于九
一八事变的历史知识似乎十分匮
乏，18日防空警报拉响时记者正
在建华路一处农贸市场。一个卖
菜的商贩突然听到防空警报拉响
显得十分吃惊，于是问一名买菜
的顾客这是什么情况。那名顾客
也是一头雾水的样子，表示自己
不知道。这时旁边一个商贩凑过
来说：“今天不是九一八嘛。”

这这个个中中秋秋公公路路客客流流有有些些冷冷
除部分动车车票，汽车与普通火车票均未呈现出紧张局面

本报枣庄9月18日讯(记者
李婷婷 ) 今天就是中秋节

了，18日，记者从枣庄市长途汽
车站了解到，与紧俏的动车火
车票所不同的是，汽车站及普
通火车票售票窗口外并没有出
现排队买票的场面，汽车站的
售票厅里只有一些零散的乘
客，售票及预订票等情况都纷
纷“遇冷”。

18日，记者在枣庄市长途
汽车站售票厅看到，8个售票窗
口中只有3个售票窗口前有市
民购票，而每个窗口前只有一
两个人购票。而在候车厅内只
零零散散的坐着数十位等车的
乘客，显得特别冷清。

据枣庄市汽车站马站长介
绍，现在客运站汽车票的销售情
况相对冷清，枣庄当地市民去外
地过节的较少。同时，与去年不
同的是，今年中秋节和国庆节两
个节日没有叠加，外出游玩的市
民都选择“十一”出去旅游，所以，
今年中秋的客流量可能会比较
少，估计到国庆节的时候车票销
售情况会好些。“根据近两天的预
售票情况来看，今年中秋假期出
行的客流不会有明显增长。现在
还没开始预订国庆节的汽车票，

但为了应对国庆长假可能会出
现的客流高峰，汽车站已经做好
了相应的应对措施。”马站长说。

记者从枣庄西站了解到，
除汽车票销售遇冷之外，火车
票预订情况也不乐观。火车站
渠主任表示，目前中秋及国庆
节的客运运力比较充足，票源

也不紧张。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与汽

车票及普通火车票销售遇冷的
情况所不同的是，高铁票及动
车票却比较紧俏。“通过网络和
电话可提前20天预订火车票，
10月7日的车票今天就可以预
订，由于是长假最后一天，所以

许多市民都开始预订返程车
票。从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10

月7日的票源比较紧张。”枣庄
站张书记告诉记者，从票源情
况来看，目前21日开往北京、上
海的动车票基本上都已售完，
有出行计划的市民可根据各自
的情况提前订票。

汽车站的售票厅里只有一些零散的乘客。 本报记者 李婷婷 摄

薛国故城城墙保护方案获批准

薛薛国国古古城城墙墙将将接接受受抢抢救救性性保保护护
本报枣庄9月18日讯(记者

甘倩茹 通讯员 王正策) 经
历了两三千年沧桑巨变的古薛
国，其城廓也因自然和人为原因
亟待修缮。近日，滕州市《薛国故
城东南角及西城墙中段抢救性
保护工程方案》通过国家文物局
组织的专家审核并予批准。

薛国故城于1988年公布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战国时
期就拥有六万余家大都会,是我

国保存相对较完好的古代城池
之一。自1986年当地政府增大保
护遗址的力度后，城墙的人为
破坏行为已被遏止，城墙地面
以上部分轮廓基本保持完整，
能够清晰地表达出城墙的范
围；但是整个墙体被道路、原门
洞以及自然或人为破坏分割成
27段，部分段落墙体已经灭失。
因历史上整修农田，毁墙取土，
现墙体断面一般呈台阶状，墙

基宽度一般达到40米以上，个别
处达到50米。墙体上遍植杨树，
部分墙面之上已开垦成农田。
墙体上遍生杂草、灌木，坡度较
大的墙面上植物较少。文物本体
上存有多处废弃的砖窑。墙体表
层土壤松散、破碎，雨季极易水
土流失。

滕州市文广新局分管文物
保护的工作人员介绍，对古薛国
城墙进行保护非常紧迫。“1978

年进行考古发掘时部分墙体的
最高高度可达到7米，但现存墙
体高度最高处仅达到5米，可见
问题之严重。如不及时进行保
护，不久的将来，墙体将有完全
灭失的危险。”工作人员说。

同时，据悉，在抢救性保护
工程中，将遵循最小扰动维持
现状不变、有效性可持续发展
等原则，给研究我国城池发展
的历程留下实实在在的样本。

台儿庄区人民法院执行款清欠行动凌晨拉开序幕

行行动动首首日日 两两名名涉涉案案人人员员被被拘拘
本报枣庄9月18日讯(见习记

者 于鹏) 18日凌晨，台儿庄区
人民法院大院内随着一声“出
发！”号令，为期约一周的执行款
清欠行动正式拉开序幕。

据了解，“执行难”、“难执
行”一直是法院执行工作中的难
点，判决生效但未执行或执行不
到位，既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也
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法律的尊
严。18日，记者跟随台儿庄区人
民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参加了
此次行动。本次行动的主要目的

是在中秋节之际，解决并强制执
行一些长期欠帐不还的“老赖”。

徐某是台儿庄区马兰人，因
交通肇事被判赔偿受害人5万
元。但是，徐某长期以在外打工
为由决绝支付赔偿款，执行局工
作人员多次电话沟通均被拒接。
为了躲债，徐某平时连家也不敢
回。工作人员判断，过节了徐某
很有可能躲在家中。凌晨5时左
右，执行法官一行来到徐某家
中。据执行法官介绍，徐某家中
并不困难，只是恶意拖欠执行

款。记者也在徐某家中看到，后
院地基已经打好，明显是要盖新
房。工作人员在说明情况后，将
躲在家中的徐某带上了警车。

另一位“老赖”张某，在台儿
庄经营一家美发店。2013年私自
将法院已经查封的车辆进行买
卖。工作人员几次上门沟通，都
被恶言重伤，甚至被执行人的妻
子与其家人动手暴力抗法。18

日，记者跟随执行局工作人员来
到张某的美发店。张某不在店
中，其妻子见到工作人员后便破

口大骂，并躺倒地上装病拒不配
合执行工作。执行法警依法将张
某妻子拘留并传讯张某。

据了解，本次中秋集中清欠
活动将持续约一周左右，案件总
数50余件，涉及执行款金额200余
万元。执行局李局长告诉记者：

“执行清欠工作十分困难，但是
工作人员将全力帮助申请人清
欠欠款。同时提醒被执行人，一
定及时缴纳欠款，否则对于拖欠
欠款现象，人民法院有权对其进
行15日拘留”。

158家餐饮单位
过食品安全关

本报枣庄9月18日讯 (记者 马
明 通讯员 李娜 ) 18日，记者从
山亭区药监局获悉，为保障节日期间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预防食品安全事
故，山亭区药监分局开展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据悉，执法人员对城区和城乡接
合部进行检查，以餐馆、小吃店、农家
乐、学校食堂和学校周边饮食摊点为
重点检查对象，对原料采购、餐饮具
消毒、加工制作、从业人员体检和培
训、索证索票等环节进行重点检查，
并对重点餐饮单位明确专人，驻点看
守，详细填写专项检查和市场巡查记
录。

检查期间加强与质监、工商、教
育、旅服、公安等有关部门的密切协
作，及时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对食
品安全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
厉打击，确保节日期间群众的身体健
康和饮食安全。利用短信平台向监管
单位发送食品安全警示信息，通过发
放宣传页和发送警示信息不断提高
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第一责任
人”意识。

截至目前，共检查餐饮服务单位
158家，暂未发现食品安全问题。

小农水重点县
枣庄新增两个

本报枣庄9月18日讯(通讯员 李
为玉 见习记者 杨兵三 ) 9月11

日，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水利厅在
济南主持召开2013度全省小型农田水
利重点县竞争立项评审会，枣庄市市
中区、滕州市两个区(市)经过积极竞
争，获得2013年度全国小农水重点县
建设资格，枣庄全市范围内市中区、
峄城区、山亭区、薛城区、台儿庄区和
滕州市六个区(市)实现了小农水重点
县项目全覆盖。

枣庄市2013年度小农水重点县总
投资将达到1 . 97亿元，其中中央和省
级投资1 . 41亿元，地方筹资0 . 56亿元。
山亭区、台儿庄区在省财政厅、省水
利厅组织的2012年度项目验收中被评
为“优秀”等次，2013年度小农水项目
分别获得省级奖励资金400万元。

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主要有维
修加固塘坝、大口井，新打维修机电
井、新打或改造矿井等形式修建水源
工程；维修改造已有泵站、新建无井
房集成射频卡工程；铺设田间灌溉低
压管道；扩挖整修田间排涝沟渠，新
修、整修机耕路等田间道路、生产桥；
栽植速生杨等。工程实施完毕后，项
目区生产条件将极大改观，农田灌溉
问题彻底解决，“旱能浇、涝能排”，绝
大多数灌溉实现自动化；田间道路整
齐划一，不再为雨天收割发愁；通过
小水源工程的建设、田间林网工程建
设、大大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2013年度项目实施后，项目区农
田灌溉水利用率大大提高，将达到
85%以上，新增节水灌溉面积15 . 7万
亩，新增节水能力1500万方；新增粮食
生产能力1 . 6万吨，项目区群众年人均
增收300元以上，为全市农业增产、农
民增收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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