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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创刊一周年之际继续公益助残

济济阳阳黄黄河河大大米米本本周周末末开开始始义义卖卖
今年投资3400万元

推进“小农水”

本报10月16日讯（记者 梁
越 通讯员 周伟伟） 众所周
知，济阳县是山东省的农业和产
粮大县，为提高农田水利基础设
施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济
阳县水务局连续六年实施小农水
工程，今年将投资3403 . 52万元专
项资金推进。

据了解，为提高农业生产能
力，自2009年开始实施了 5个年
度的“小农水重点县”建设工
程，今年是第 6个年度。试点主
要集中在回河、垛石、曲堤 3个
镇，建设总面积 6 . 8 7 万亩。其
中，大田管道灌溉3 . 39万亩，大棚
滴灌3 . 48万亩。

“大田管道灌溉工程涉及
曲堤镇甲首王等 1 6个村，面积
1 . 3 2万亩。”济阳县水务局相关
负责人说，以张辛河、徒骇河、
鄢渡沟为水源，在张辛河两岸、
徒骇河南岸及鄢渡沟西岸新建
小型扬水泵站7座，配套14台立
式循环水泵，一个泵站为一个
供水单元。

曲堤镇甲首王村张先生称，
该工程与以往的明渠灌溉相比，
大大减少输水过程中的渗漏和蒸
发损失，“大田灌溉将管道埋在地
下，既能有效防盗、防晒、防老化，
又能节约一部分土地。”

此外，济阳县水务局相关
负责人称，大田灌溉拦污栅入
口新上细网，可有效防止杂物
进入，保证进水干净。“不会出
现塑料瓶等污物阻塞电机的情
况，降低电机损害频率，减少浇
灌费用。”

“大棚滴灌主要针对大棚
蔬菜种植户。”相关负责人称，
该工程主要涉及索家等19个行
政村，面积1 . 2 1万亩，以地下水
为水源，新打机井112眼。

曲 堤 镇 温 店 村 的 温 女 士
称，该工程全部实现了膜下根
部滴灌，无沿途渗漏，有效控制
了水面蒸发和大棚湿度，有效
预防病虫害的发生。“解决了长
时 间 以 来 大 棚 病 虫 害 多 的 问
题，新上的碟片式过滤器克服
了滴管容易堵塞的问题。”

“该工程还新上文丘里施
肥系统，使供水与施肥同步进
行，便于作物吸收。”济阳县水
务局相关负责人说，工程提高
了用水和施肥效率，节水 5 0％
以上。

如此高效节水的灌溉方式
既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又
促进了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
发展。据悉，今年小农水建设项
目 仍 位 于 曲 堤 镇 ，规 划 实 施
1 . 2 3万亩大棚蔬菜滴灌工程，
1 . 1 6万亩大田管道输水灌溉工
程，项目总投资3403 . 52万元。

工商走访个体406户

收到《报告表》98份

本报1 0月1 6日讯（通讯员
杨湘莲 记者 杨擎） 1日

起，济阳县工商所实行分组行
动每天汇总工作方式，按照区
域监管划分职责逐户走访，向
个体工商户宣传《个体工商户
年度报告暂行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

同时，告知报送年度报告
渠道和方式，引导市场主体及
时、准确反映经营状况。

截至目前，已走访个体工
商户 4 0 6户，收到《个体工商户
年度报告表》98份，通过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年度报告
3户。

本报10月16日讯（记者
梁越） 为庆祝本报创刊一周
年，回馈广大读者，10月18日至
19日（本周六、周日），本报将联
合张刚大篷车，与曲堤镇农户、
残疾人夫妇张传宝和李祝霞夫
妇，再次推出济阳黄河大米公
益义卖活动，为市民提供正宗
的新产黄河大米。

在去年《今日济阳》创刊之
际，本报联合济阳黄河大米原
产地农户、自强残疾夫妇张传
宝和李祝霞推出正宗新产黄河

大米爱心直销活动，广受市民
关注和支持。市民购买大米的
热情持续不断，更希望来年也
能吃到正宗的黄河大米。为回
馈广大读者，在《今日济阳》创
刊一周年之际，特联合原产地
再次推出正宗黄河大米公益义
卖活动。

张传宝患有类风湿性关节
炎、强直性脊椎炎和股骨头坏
死等疾病，李祝霞则因小儿麻
痹症留下后遗症，走路需要拄
双拐。婚后，两口子自强不息，

卖起家乡济阳曲堤的黄河大
米。近日，家中喜添千斤却因抢
救花了好几万医药费。

黄河大米因晶莹透亮、口
感甘醇、营养丰富而深受消费
者喜爱，但因种植面积连年减
少，市场供应量较少，市民很难
吃上正宗的黄河大米，此次黄
河大米公益义卖活动，既让居
民朋友吃上正宗黄河大米，也
可解这对夫妇燃眉之急。

为满足市民需求，10月18
日到19日，每天早上9点至下

午5点，市民可前往解放桥小
广场（位于解放路和历山路十
字路口西北角）购买正宗黄河
大米。黄河大米包装规格有20
斤、3 0斤和 5 0斤三种，每斤3
元。

买一袋大米，献一分爱心。
即日起，市民也可拨打本报热
线电话81172106订购济阳正宗
黄河大米，请您务必留下姓名、
联系方式、购买数量。我们也欢
迎广大市民届时到直销现场直
接购买。

本报10月16日讯（记者
梁越 通讯员 张远辉） 近
日，记者从济阳县农业局了解
到，今年济阳县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颁证工作已经开
展，土地将有自己的“身份证”，
可以继承和转让。预计年底济
阳县将有50%的农村承包地获
得该证件。

济阳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
农民都把土地视作“命根子”。随
着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增加，
土地本身附带的价值逐年增加。

“由于农村土地不能明确划分，部
分村民则根据当时的沟边、河沿
确定，甚至砸个木头。”据济阳县
农业局经管站站长宋荣华说。

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变
化，很多土地的归属权已经很
难辨别清楚了，历史遗留问题
比较多，处理起来难度也比较
大。“村民经常以你多我少为由
发生争吵、谩骂，甚至大打出
手。”宋荣华说。

“如果土地确权后，拿着登
记证说话，谁家的地是多少，四

至点在哪里，一看就明白。”宋
荣华说，这样可以保护农民土
地承包合法权益、增加农民财
产性收入、解决农村土地承包
现实问题、化解农村矛盾纠纷。

截止到9月底，全县452个行
政村中已有385个村完成了调查
摸底，目前正在积极开展实地测
绘工作。“测量内容主要包括地块
的长、宽、面积以及四至点的经纬
度等信息，每个地块都有自己的
坐标。”工作人员介绍说。

据宋荣华介绍，所有的信

息测量完毕后，工作人员将其
情况记载于登记簿上。经公示
确认后，再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确权，颁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书。

“有了证的土地还能像房产
一样可以继承、转让，在一些地区
还能用来抵押贷款。”济阳县农业
局相关负责人说，农民可以放心
地流转自己的土地，不用担心因
为土地的流转而丧失自己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农民也会因此获得
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土土地地将将有有自自己己的的““身身份份证证””
有证的土地还可继承、转让甚至抵押贷款

本报10月16日讯（记者
梁越） 近日，济孙线天然气管
道工程建设项目顺利开工，这
标志着孙耿镇天然气用户发展
正式启动。据了解，该项目预计
年底完工通气运行，也将成为
继崔寨镇后济阳县第二个使用
天然气的地区。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本项
目资金全部由济南港华燃气有

限公司自筹，工程主要供应对
象为济南市济阳县孙耿镇范围
内的天然气用户。根据济南港
华调查的供气区域内居民、商
业和工业用户需求，高中压调
压站设计年供气能力8000万立
方米。

9月30日，济孙线天然气管
道工程项目进入前期准备工
作，此项目位于回河镇G220济

阳 - 历城应急天然气管道与
X20 2交叉口东南侧开口，自
G220回河路口向西，经大安村、
小安村、寨子村、屯子村、牧马
河 、青 宁 沟 输 送 至 孙 耿 镇
高——— 中压调压站。

经站内过滤、调压、计量、
加臭后以中压0 . 4 MPa送入输
气管网，向各类用户供应天然
气。沿线施工主要包括线路工

程、穿跨越工程、阴极保护等工
程。在具体施工中约有7处河滩
及高速公路需进行定向钻穿越
操作，施工难度较大。

据悉，济孙线天然气管道
工程建设项目预计年底完工通
气运行。届时，孙耿镇将实现天
然气气化工程，也将成为继崔
寨镇后济阳县第二个使用天然
气的地区。

济孙线天然气管道项目顺利开工

年年底底孙孙耿耿镇镇将将通通上上天天然然气气

本报10月16日讯（记者
杨擎） 日前，在澄波湖壹号售
楼处，迎来了张创龙先生和刘
乐莹女士的结婚典礼。据了解，
这对新人是澄波湖壹号“园丁
楼”的业主，本次婚礼也是澄波
湖壹号全体员工送给两位新人
最衷心的祝福。

11日上午10时，随着悠扬
的小提琴声，张创龙先生和刘
乐莹女士的结婚典礼在澄波湖
壹号售楼处拉开帷幕。“我的妻
子曾经跟我说，希望能在草地
上举办婚礼，获得更多人的祝
福。”张创龙说，自己选择在澄
波湖壹号售楼处举行露天婚
礼，得到了售楼处工作人员的
积极配合，更收获了妻子的感
动。

据了解，张创龙先生和刘
乐莹女士是澄波湖壹号“园丁
楼”的业主。“我在济阳县的中
学任教，得知澄波湖壹号的‘园
丁楼’活动再次开始，我立马就
来购买了一套。”张创龙说，自
己错过了去年的“园丁楼”活
动，今年决不能再错过。

“我们也是无意间得知两
位新人希望举办草地婚礼，我
们的工作人员根据两位新人的
想法为他们筹办了这场婚礼。”

澄波湖壹号相关负责人说，希
望通过这场婚礼为新人送上最
衷心的祝福。

据悉，此次“园丁楼”推出
的是80㎡-130㎡的明星户型。

参与此次活动，可享受低于市
场价近200元/㎡的超低团购均
价。教师客户可享受超值老带
新万元奖励，优秀教师凭证件
还可享受额外优惠。

“县级优秀教师可额外优惠
3000元/套。”澄波湖壹号相关负
责人说，市级以上优秀教师可额
外优惠5000元/套，国家级优秀教
师额外优惠10000元/套。

这这个个婚婚礼礼真真特特别别，，在在售售楼楼处处举举办办

张创龙和刘乐莹在礼花声中走上婚礼T台。 本报记者 杨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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