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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街镇

修修好好路路桥桥，，不不出出村村就就能能卖卖菜菜
崔寨镇太平村整修4座桥和村路

1700台收割机

忙“过麦”

本报6月12日讯(记者 梁越 通讯员
马琳 张远辉) 为确保三夏工作顺利

开展，济阳县农机局调配1700余台大型收
割机进行夏收，济阳县农业局也开展农资
打假工作，并向村民传授辨假知识。

据了解，今年济阳县小麦种植面积为
79 . 72万亩，6月上旬为收割高峰期，为确保
小麦颗粒归仓，济阳县农机局调配1700余
台大型收割机进行夏收。“这些收割机安装
了切碎抛撒装置，直接可实现秸秆还田。”
济阳县农机局相关负责人说。

“这些秸秆为农田增加有机肥，比往年
村民在田地撒粪、施肥强很多倍。”相关负
责人说，还能有效减少焚烧秸秆现象，大大
改善了乡村环境。每亩地作业价格为七八
十元，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此外，农机
局还对3万余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各类
农机器械进行检修，并对600余名农机手进
行机械常识、操作技能、安全生产、跨区作
业等技术培训，确保安全收割。

假如百姓的农机工具出现故障，一时
又找不到厂家进行维修，可以拨打服务热
线84217675，农机局会根据机器型号帮忙
找到经销商，共同解决问题。

近日，济阳县农业局也组织人员对济
阳县农资市场进行了集中整治，重点检查
销售假劣种子、未审先推等违法行为。截至
目前，农业局已为济阳县600多家农资经营
户建立档案，规范农资经营行为80多起，查
处伪劣、禁限农资22箱(袋)。

在此，济阳县农业局执法大队工作人
员提醒广大农民朋友，一旦买到劣质农资，
要持购买凭证和其他有关证据及时向当地
农业、工商、消协等部门咨询投诉，并根据
实际情况向经营单位提出赔偿，合理解决。

本报记者 梁越
通讯员 李世忠 孙宗坤

暴雨连下一周

损失大半年收入

“我们村有300余户村民，家家户户
种植蔬菜大棚。”太平村刘书记说，本村
共有八九百个蔬菜大棚，平均每户种植3
个大棚。可一到雨季，村东和村北的4座
生产桥排水不畅，使大棚成了涝洼地，尤
其是2012年。

村民王某告诉记者，2012年夏天连续
下了一周暴雨。“沟里的雨水越来越多，大
棚地下像喷泉一样往上灌水。”为了排涝，
村民光着脚丫用抽水泵进行排水，可刚抽
完积水，地下又开始渗水。当时正值西红柿
成熟之际，许多西红柿直接烂掉了。

每个大棚接近2/3的西红柿长毛，“按
当年市场价格，一个大棚能赚15000元，结

果最后才赚了5000元，都是雨季前出售的
西红柿。”村民说，大家都怨声载道，希望这
4座生产桥早日修好，以便减少损失。

今年4月中旬，村干部找施工队开始
对这4座生产桥进行扩宽与整修，并与济
阳新阳煤矿协商建立泵房，安装3个大型
柴油机，“雨季来临时，大棚内的水可以
排到沟渠内。”刘书记说，水沟内的积水
则用水泵直接抽至新阳湖。

10天修好致富路

足不出村可卖菜

解决完4座生产桥的问题，道路整修
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据刘书记回忆，
十余年前村路为硬化油漆路，大大小小
的坑遍布整条马路。“村民去市场卖菜
时，西红柿、芹菜等蔬菜经过颠簸，销售
价格出现下降。”

“麦收的时候也很困难。”刘书记说，
村民驾驶农用三轮车将麦子带回家时，

一路上麦穗七上八下，麦穗上方必须有
成年人或者用绳子将其固定住，“要不然
走一路，掉一路。”碰到下雨、下雪时，雪
水、雨水被溅得到处都是。

到村内收蔬菜的商贩由于村路的颠
簸也减少很多，部分商贩会将车辆放置
村头，“道路又被这些车辆堵住，外出的
村民出不去，进村的又进不来，特别让人
头疼。”村民刘宝武说。

今年5月中旬，村干部又组织施工队
对破损的公路进行整修，对两侧的排水
沟和路基也进行了清理，100余名群众也
以义工的形式加入到活动中，“用了10天
的时间就将道路整修好了，真是人多力
量大啊！”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道路整修完毕。今后村民只负
责种植大棚即可，蔬菜成熟之季，收购蔬
菜的商贩会直接来到村内购买，“足不出
村就可以卖菜了！太方便了！”刘书记说，
4座生产桥和村路的维修确实为村民带
来更多的财富。

崔寨镇太平村村民以
种植大棚为主，西红柿、芹
菜是主要农作物。然而十余
年来坑坑洼洼的道路以及4
座排水不畅的生产桥严重
制约着村民经济的发展。为
帮助村民致富，今年太平村
村民历时20余天对4座生产
桥和村路进行整修。

太平村组织人员抢修生
产桥。

通讯员 孙宗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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