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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看春耕“新”事多
——堂邑镇春耕田间掠影

    本 报 记 者  杜 宁  通 讯 员  郑 广 方

    在堂邑镇农村走访，下基层、走
村社、串农户、转田间，眼前不时切
换着一幅幅暖色调的春耕备播图，
处处感受到春潮涌动，美景喜人。
    “农资货郎”俏起来
    “呵！现在真方便，我们只需打
个电话，‘农资货郎’就把化肥给送
到地头上来了！”3月21日一大早，
正在地里给麦子追肥的堂邑镇南黄
村几位村民眼盯着驶过来的送肥
车，乐呵呵地说。
    眨眼车到地头，“农资货郎”跳
下车，递上发票，接过钱，便帮着卸
化肥。“今天上午我要赶6个村，下
午说不定又要赶几个村呢？”从这位
“农资货郎”的言谈和表情上分明看

出：他辛苦且快乐着！经了解得知，
该“农资货郎”是镇上一家农资经销
店的老板。
    针对目前农资经销户较多、竞
争激烈的实际和外出务工人员逐年
增多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户缺少劳力
的现状，该镇引导农资经销商们在
保证农资质量的情况下，大做优质
服务文章，于是，下乡送货的 “农资
货郎”应运而生。为了更加便利群
众，这些 “农资货郎”还自备了追
肥机械和喷雾器等农用器材，送货
时随车捎上，无偿提供给客户。有
些头脑特别活泛的 “农资货郎”不
仅随时给农民开具发票，还引导他
们 “团购”农资，以节省资金，降

低种地成本。同时向其提供技术指
导，让农民乐种 “傻瓜田”。由此，
“农资货郎”便成了农民的 “帮办”
和 “高参”，深受他们的欢迎。
    “科技招手停”香起来
    3月20日上午，在堂邑镇路庄
村的一方田里，一大群村民正饶有
兴致地听土专家现场授课。其间，
他们还不时地围着专家问这问那。
“现场学技，我们看得准、听得清、
记得牢。实用性、针对性强的科技
知识，我们学起来更上心，更感兴
趣！”该村村民郝学民如是说。
    今年入春以来，该镇的科技、
农业、林业、农机等部门从辖区精
选了14位土专家组建了科技服务

小分队。下基层、串村社、进田
间，立足农民的需要，把 “科技课
堂”办到农民家门口，向群众现场
授课，既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又传
递致富信息，广大农民高兴地誉其
为 “科技招手停”。
    “挎包银行”火起来
    入春以来，年逾花甲的堂邑镇
南关村村民牛大妈成了当地的大忙
人：作为信贷员，她每天早晨不到
7点就要下到服务区内的行政村，
除了入户办理存款，更重要的是了
解群众对春耕生产资金的需求情
况，宣传支农贷款的优惠政策，并
帮他们贷款，直到晚上八、九点钟
才回家。由于她下村入户办理业务

时总带着个小挎包，乡亲们都亲切
地称她是 “挎包银行”。
    为了全心全意服务 “三农”，
大力支持春耕备播，该镇农行、信
用社等金融部门早准备、早安排、
早下手、争主动。一方面，他们组
织一线业务员尤其是信贷员走村串
户排查摸底，对农民春耕备播的资
金需求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另一方
面，研究制定春耕备播贷款利率优
惠、贷款优先等政策，简化有关手
续，缩短办理时间。各项便民措施
的出台，为农民喜降了一场春耕备
播 “及时雨，有力地支持了春耕生
产。

    第十五届“科普之春”活动期间，全区广大科普工作者广泛开展科普进农村、进社区、进机关、进学校、进楼院
活 动，大力宣传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和先进适用技术，传播科技致富信息，推广良种良
法 ，引领全民参与科普活动，推动型成学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尚。图为我区科技人员在沙镇大
集上向群众发放科技手册。   本报记者   李念辉   通讯员   王德果   摄

七旬老人“过寿”花样新
    3月19日，古楼办事处伏元村
杨家大院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当天
是杨光华老人七十七大寿，杨老汉出
生大家族，膝下又有三子三孙，是当
地很有名的福人。生日当天，杨家高
朋满座，乡亲邻里也都登门贺喜。儿
媳们除忙前忙后，设宴款待众亲友
外，还请来乐队唱戏，酬谢宾客与父
老乡邻。
    为了移风易俗、烘染喜庆气氛，
拜寿开始时，礼仪先生提出要杨老汉
的儿子们围绕“生日”二字做文章，为
老寿星祝寿。
    长子金苟夫妻拜罢言道：“今天
是您的生日，既当爹、又当娘的父亲！
只因母亲过早离世，您一把屎、一把
尿将我们拉扯成人，并帮我们盖房

子、娶媳妇，为我们操碎了心。鸦有反
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祝您福如东
海，寿比南山！”
    次子元苟嘴笨，妻子代言道：“今
天是您的生日，勤扒苦做、精打细算
的父亲！您一生面朝黄士背朝天，舍
不得吃、舍不得穿，一切都是为了我
们。在您七十七大寿的今天，我们感
到惭愧又高兴。惭愧的是作为下辈，
我们未尽好孝道；高兴的是您老人家
福大命大，越活越年轻！”
    三子双手抱拳，饱含深情地说：
“今天是您的生日，当年由于人多田
少，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这几年您
和年轻人一样，南征北战去打工，为
社会和家庭创造财富，您闪光的精神
照亮了我们全家人。为此，我希望您

象佘太君那样，头发白了重返青，牙
齿掉了再生根，健健康康到百年！”
    口齿伶俐的小孙儿杨顺也学着
大人的模样恭恭敬敬地给爷爷拜寿。
他大大方方地说：“今天是您的生日，
尊敬的爷爷，我祝您生日快乐、幸福
长寿！我要以您为榜样，好好学习、天
天向上，长大后报效祖国，服务人民，
做一个有利于社会的好公民！”
    儿孙们的一席话说得老寿星眉
开眼笑，他高兴地说：“嘿嘿，想不到
俺老汉受了半辈子累，老来老来小日
子好得上了天，这叫庄家老头自有洪
福！”杨老汉的话语引来了大家的一
片笑声，这笑声飞出农家院，在空中
久久不散⋯⋯
    （本报记者  李可新  通讯员  陈静 ）

身边的故事

新区办事处

创建节约型机关
    新区讯  今年以来，新区街道
结合工作实际，把创建节约型机
关作为重点，树立环保理念，推进
节约型机关建设。
    该街道积极营造节约型机关
的良好氛围，倡导机关人员做节
约型机关的宣传者、实践者、监督
者，加强节约意识，努力营造节约
光荣、浪费可耻的良好风气。建立
健全“低碳办公”目标制，严禁铺
张浪费行为，加强办公经费和办

公用品管理，规范办公用品的采
购、配备、领用制度，推进办公无
纸化，在公务接待制度上，公务接
待用餐原则安排在机关餐厅。加
大对车辆燃油、自来水、用电的管
理，杜绝 “长流水”、“长明灯”现
象，尽量减少公用车辆的使用频
率。在系统内部实行财务集中支
付制度，严格控制经费开支，把有
限的财力用在促进经济发展上。
    （通讯员   吕丽）

基层传真

湖西办事处

麦田管理强基固本
    湖西讯  近日天气回暖，湖西
办事处抢抓时机把麦田管理作为
农业生产的中心工作来抓，大力
引导农民做好对麦田的春灌、追
施化肥、清除田间杂草、防治病虫
害等工作，为今年小麦丰收强基
固本。
    日前，湖西办事处水利站、技
术站、农机站、供销社等部门“协
同作战”，抢抓天气回暖的大好时
机，支援农民做好麦田管理。水利
站抽调专门人员深入农田负责黄

河水的调剂，对麦田进行浇灌。技
术站工作人员靠在农村的田间地
头，指导农民做好病虫害防治。农
机站组织农机“大夫”到田间地头
排除农机故障顺利浇灌。供销社
严把化肥、农药质量关，确保让农
民用上安心放心的农资产品。到
目前为止，湖西办事处已对辖区
的2万余亩小麦，进行了施肥、浇
灌、病虫害防治工作。
    （通讯员  刘力萌）

基层传真

朱老庄镇

“三送”活动促春耕
    朱老庄讯  朱老庄镇自开展
“送信息、送农资、送服务”为主要
内容的助春耕活动以来，在全镇
上下掀起了春耕生产的热潮。
    送信息支农。组织管区干部、
农业技术人员组成小分队，深入
田间地头，将群众急需的农业生
产信息送到群众手中，并大力宣
传中央惠农政策；送农资惠农。该
镇组织镇内信誉好的农资部门开

展诚信经营，保质保量地向群众
提供优质农资产品；送服务帮农。
该镇重点抓好农业技术的推广，
组织开展科技下乡活动，对农民
在春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开展有
针对性的培训。今年来，该镇已举
办农村政策法规、大棚蔬菜管理
技术、测土配方施肥等培训班5
场，受培训人数达1000人。
    （通讯员  海燕  路杰  蓓蓓 ）

基层传真

侯营镇

“三多三少”抓实远教培训
    侯营讯  侯营镇重视远程教
育培训工作，从镇机关和村中挑
选了一批有文化、素质高、熟悉业
务、责任心强的中青年，充实到各
个站点，负责制作课件，制定培训
计划，安排培训内容。
    该镇结合农村实际，采用“白
天少学晚上多学、晴天少学雨天
多学、农忙少学农闲多学”等办
法，把定期集中学习与定时开放
自主学习相结合，每月组织集中
学习，每周定时开放学习，确保干

部群众每月集中学习到课率达到
90%以上。为达到培训效果，指导
站点管理员制作蔬菜前景展望、
病虫害防治、瓜菜保鲜储存技术
等课件，集中学习观看。还由镇农
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做现场辅导，
手把手的教，实打实的学。
    （通讯员  韩剑飞）

基层传真

菜经济买车
    “二婶子，您听说了吗？咱村菜经
济买车啦！”“不光听说啦，前天他开
着车拉菜我都见到啦！因为买车大门
都改大喽！”3月23日，于集镇林庙
村郭红英和李金辉交流着。
    莱经济名叫林玉成，现年58岁，
收菜销菜已有10年的历史。林老汉
家3米多宽的胡同，能够把三马车顺
利的开进开出。随着农业种植结构调
整的深入，林庙村由原来的越冬油菜
种植，发展为“油菜+西瓜+辣椒”
三种三收的温室蔬菜大棚，收入也随
之增加了许多，由原来的每亩5000
多元，提升到亩产 1.5万元。每当蔬
菜收获的季节，老林总是抽出一定的

时间，倒瓜、运菜，甘当蔬菜经纪人，
既方便群众卖菜，自己也获得一定收
入。起早贪黑，虽然忙得两头不见太
阳，但是收入也非常可观，仅拉菜运
瓜一年就能挣上2万多元。三马车车
斗小容量少，车头上又没有篷子，夏
天热、冬天冷，人不少遭罪。随着
村里蔬菜面积的扩大和自己收入提
高，老林产生了把三马车换成农用
汽车的念头。说买就买，在聊城一
家汽车交易市场，投资8.8万元买
了一辆长安星光牌农用汽车。汽车
开到村，鲜艳夺目，吸引了几十口
乡亲前来围观，让老林倍感自豪。
可是意料之外的麻烦事来了，大门

宽2米口太窄，进不来。于是老林
又开始改大门。林玉成找了个建筑
队，经过一星期的施工，把原来的
大门拆掉后，又投资了2.8万元，
改为宽3.5米、高3米的扭头门，
不光加宽加高了，大门与迎门墙之
间空间也用楼板压了起来，不光车
能够顺利的进出，而且还能当作车
库和放杂物。 “嘀嘀⋯⋯”随着一
阵清脆的喇叭声，满载着油菜的汽
车开了过来，“汽车跑得快，拉得多。
让于集油菜‘游’得更远，销得更快”。
老林的儿子开着崭新的汽车高兴地
说道。
    （通讯员   王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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