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8 月 30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张小石 版式：李旭 校对：赵立7 综 合·专 题

本报讯（记者 张琪） 近日，记者
从全市食品安全源头治理专项协调小
组调度会议上获悉，截至8月26日，我
市省、市、县级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
测，共计抽检样品4241个，平均合格率
98%以上。

会上，市农业农村局、市发展委、市
卫健委、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
市市场监管局六部门围绕各自职责分
工，交流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分析食
品安全形势。各部门密切协作，严厉打
击农兽药残留超标、非法添加、制假售

假、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截至目
前，全市已完成市级粮食质量调查及品
质测报样品664个；明确了食源性疾病
监测内容、任务、指标，共采集食品样
品224 份，均及时录入国家平台；监督
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共组织评
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53份。

我市还将开展多个专项整治行
动，着力解决禁限用药物使用、常规农
药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加强从畜禽进
厂到产品出厂的全过程质量安全管
控，确保群众吃上“健康肉”。

我市六部门联动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 梁丽姣）“行政审
批局的工作人员在我们幼儿园开办过
程中提出很多专业性意见建议，让我
们在高质量办园方面有了方向，问题
整改完毕后我们就正式提交‘民办学
校设立’申请。”8月22日，东阿县博文
幼儿园负责人田伟对东阿县行政审批
服务局在现场勘验工作方面的举措赞
不绝口。

今年以来，东阿县行政审批服务
局严把幼儿园“开门关”，不断创新工
作方法，提升服务质效，在学前教育机
构勘探方面做好“预勘+实勘”，规范学
前教育机构办园标准，为学前教育机
构办学及幼儿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东阿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作人员
首先对幼儿园的选址、安全、消防、场

地面积等硬件设施进行前期“预勘
验”，对不符合《山东省幼儿园办园条
件标准》要求的模块一次性告知整改
意见、给出解决方案，帮助申请人规范
办学条件，为后续提供高质量教学奠
定基础。在申请机构修改完善硬件设
施且正式提交“民办学校设立”申请
后，工作人员再从幼儿园行政综合管
理、园舍设施配备、教育教学师资力
量、经费保障、机构卫生管理等方面进
行实地核验。

今年上半年，该局共为民办教育
机构开展“预勘+实勘”工作62次，深入
一线为其解决办学难题80余件，为机
构节省办学成本40%，审批效率平均提
升70%左右，切实提升了学前教育机构
的办园质量和办园水平。

东阿“预勘+实勘”解决幼儿园办学难题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8月23日，初秋时节，和风送爽，碧
空如洗。

在冠县清泉街道西街村，该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沙元民指着眼
前近2米的黑白老照片激动地说：“这
是我的荣誉，更是我的动力！”

面 色 红 润 、精 神 矍 铄 、声 如 洪
钟……今年74岁的沙元民（回族）1984
年上任西街村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
数十载。

1994年9月，第二次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
开，沙元民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荣誉称号。这张老照片，
就是会后与会人员与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合影，当时，意气风发的沙元民站在
第6排。

定下管理制度
“一把尺子”打造文明村风

“西街村有2200余人，回族群众居
多，汉族群众不到200人，因此这里也
是冠县最大的回族聚集村之一。”沙元
民表示，长期共同生活中，回汉群众就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民族团结的
意识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

“俺村回族群众多，村里强调的一
点就是：在全国回族是少数民族，但在

西街村汉族是‘少数民族’。”谈及推进
民族团结的经验时沙元民坦言，制度
面前人人平等，面对问题一视同仁，一
把尺子来衡量，不搞特殊化。

公开、公平、公正的制度带来实
效，在西街村这个大家庭里，汉族、回
族和谐相处，亲如一家，团结互助蔚然
成风。

开斋节是回族的重要节日，每年
过节时，汉族村民同回族村民一起忙
碌、庆祝，就像自家过节一样。到了汉
族的传统春节，回族村民也会到汉族
村民家里拜年祝贺，节日互访、互助早
已成为传统。村里的红白事也是采用
回族群众的用餐风俗，吃清真席。

“在我们村里，福利同享，困难同
帮，俺丝毫没有‘被外待’的感觉，不管
大事小事，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汉族村民梁红磊高兴地说。

建学校办协会
促进民族团结交流交融

在西街村的中央，坐落着一处三
层的旧楼房，成排的教室、长长的走
廊，开阔的操场，仿佛讲述着当年的往
事。如今成为西街村文化活动大院的
这里，便是昔日辉煌一时的“民族中
学”。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1991年，沙
元民克服重重困难，在村里建起了这

所民族中学。学校成功创办后不仅解
决了本村孩子的上学问题，还辐射周
边多个乡镇，最多时在校学生达 1000
人。

“学校教学工作严谨，回、汉学生
同等对待，老师很有责任心，我愉快的
初中阶段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如今在
冠县县委统战部工作的沙杰，2001 年
毕业于这所民族中学，回望这段时光
仍然非常怀念。

在西街村的查拳研究会训练馆，
沙宗朝指导着几名学员进行日常训
练。沙宗朝是沙元民的长子，现任冠
县查拳研究会会长，曾获“聊城市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12年，在父亲沙元民的提议下，
沙宗朝发起成立“冠县查拳研究会”，
提出了“查拳源于冠县，属于世界”的
口号。他积极开展传习、交流活动，并
自筹资金建设了练武大厅，每年寒暑
假招收学员免费传艺，打破“传回不传
汉”的陋习，有力促进了民族交流交
融。

“目前，冠县查拳研究会的会员有
半数来自汉族群众。”沙宗朝说。

提振集体经济
夯实民族团结幸福基石

少说空话、多干实事，这是沙元民
的性格，也是他多年来深受村民信任

的原因。
西街村属于回汉两族共居共事共

乐的城中村，人均耕地不足三分。多
年前，群众收入少，村集体账上更是没
有分毫盈余，根本没办法给村民办实
事。如何带领群众发展经济，让大家
的日子好起来，是沙元民苦苦思考的
事。

说干就干。1999 年和 2004 年，西
街村利用闲置土地贷款、借钱筹资，先
后建起了农机市场和农副产品综合市
场。市场建成后，所有的收入都是村
集体收入，一分一毫都得用在群众身
上，用在给群众办实事上。

多年来，西街村不仅没有向村民
收过一分钱，全村村民的医疗保险、平
安家园险、生产性费用等，都由村集体
交纳。逢年过节为全体村民发放食用
油、面粉、大米、小米等生活必需品，凡
是考上大学的，拿着录取通知书到村
党支部可直接领取助学金。“回族村民
有的‘福利’，汉族村民一分不少，每年
村里为村民办公益、发福利多达100多
万元。”沙元民说。

“不做‘管理者’，乐当‘服务员’，
民族文化的和谐共存得益于一件件民
生实事的贯彻落实，如今，民族团结的
种子已深深扎根在西街村每一名群众
的心里。”沙元民自豪地说。

不做“管理者”乐当“服务员”
——记冠县清泉街道西街村带头人沙元民

本报讯（通讯员 马雪 林东全）
“现在是秋月梨的第二次膨果期，要增
施磷钾肥、喷施钙肥，以提高果实品质
和口感。8 月份高温高湿，要重点做
好康氏粉蚧、梨小食心虫、黑斑病、黑
星病的防治。”8 月 25 日，冠县林业局
林果专家王杰军深入梁堂镇西里村梨
园，开展入园技术指导服务。他一边
仔细察看梨园内梨树长势、幼果生长
及病虫害发生等情况，一边与果农就

当前果园管理中存在的日灼、叶片病
害、夏季修剪、果园生草管理等问题
进行交流分析，帮助果农解决技术难
题。

今年以来，冠县林业局先后邀请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山东农业大学、山
东省林业发展和保护中心、聊城市林
业发展中心专家到冠县开展果树技术
指导，累计开展各类技术培训3000余
人次，引导果农由传统栽培观念到现

代化种植观念的转变。6 月份，2022
年山东省黄河流域林果产业高质量发
展技术培训暨送科技下乡活动在冠县
举行，全县 200 余名林果技术人才参
加培训，解决了在生产管理和储藏保
鲜过程中影响果品品质的技术瓶颈及
经济林产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等问
题。在果园管理上大力推广悬挂“迷
向丝”、防虫黄板、果园生草、小沟灌
溉技术、人工授粉、蜜蜂授粉、疏花定

果、套袋、有机肥替代化肥等栽培新技
术。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引入，为林果
产业健康高效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截至目前，冠县完成老果园改造
提升以及高效密植果园提质增效2万
亩，完成高效节水灌溉建设 10 万余
亩，优质经济林面积发展到 16 万亩，
年产优质果品 40 万吨，产值 9.698 亿
元。

冠县：科技铺就林果发展“快车道”

■ 文/图 梁丽姣 赵晓翠

水城大地山清水秀，大河浩荡安
如磐石。

8月22日，由东向西驱车行驶在东
阿县艾山卡口黄河大堤，一抹抹绿色
直扑眼帘。道路右侧，黄河水在河堤
内滔滔奔流，气势磅礴；道路左侧，一
条条林荫小道连接着高低错落的村
落，姹紫嫣红生机勃勃，草木葱郁美景
连连。沿道行驶，游园小径、文化广场
随处可见，好不惬意。

保护好、治理好、利用好黄河，是
国家富强、民族强盛之所系，更牵动着
650多万聊城人民的心。近年来，聊城
市司法局以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为己任，立足“一个
统筹，四大职能”，大力实施“法治+”工
程，推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要素
参与，推出构建基层治理微网格、保护
黄河立法工作、打造黄河法治文化带
等一批法治新举措，切实筑牢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根
基。

以法释理解纠纷
架起基层治理微网格

黄河是母亲河，与群众生活息息

相关，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可能是事关
全局、关乎民生的大事。

东阿县有 59 个村庄沿黄而建，早
年间，沿黄村庄将河滩地按人口平均
分配给村民，很多村民并未开发河滩
地。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越来
越多的村民在河滩地上种植农作物，
河滩地地界划分矛盾纠纷也就多了起
来。

东阿县大桥镇于窝村村民韩运年
（化名）和于顺英（化名）两家的河滩地
相邻，韩运年有 3.2 亩河滩地，于顺英
有 4 亩，十几年间，河水冲击导致地边
模糊。2021年，两家以每亩500元的价
格将河滩地租给种粮大户，实际测量
中，韩运年的河滩地只有 2.4 亩，于顺
英河滩地是4.8亩，两人发生口角。“以
后我的地不种了，都给你种，也不收你
的租金。”于顺英的儿子向韩运年口头
承诺，韩运年没再计较。

今年 5 月，韩运年想要收回河滩
地，在统计面积时，于顺英的儿子突然
不认账，韩运年找到村委会协调。“法
律明白人”于俊红参与调解，重新测量
确定地边，按照两家人口平均分配，双
方握手言和。

近年来，沿黄村庄的土地承包、林
木权属、环境污染等矛盾纠纷问题层

出不穷，纠纷看似小，却关系着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东
阿县 96 个调解委员会、663 名调解员、
81 名“法治带头人”、325 名“法律明白
人”，深入沿黄村庄，排查化解了一批
不利于黄河保护、影响社会稳定的矛
盾纠纷，在沿黄村庄营造了风清气正
的法治环境。

莘县董杜庄镇董庄村的村民就尝
到了矛盾调解的“甜头”。5年前，村民
董磊（化名）在村南建设了一个养鸭
棚，最近鸭棚内不时散发出刺鼻气味，
严重影响村民的生产生活，村委会多
次调解无果，村民无奈之下到司法所
寻求法律帮助。董杜庄司法所长、镇
调解委员会主任王利杰带领法律顾问
胡章兴到现场察看，鸭棚距离路北的
住户仅几十米远，站在路边就能闻到
刺鼻的臭味。

“当时这块地是村委会同意建的
鸭棚，设施设备投了近20万元，真不让
养了，就赔大钱了。”董磊诉苦道。“你
在这里养鸭，夏天臭味浓，蚊蝇多，给
周边群众带来危害是违法行为，长期
下去大家投诉你，要求赔偿是符合法
律规定的。”胡章兴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劝说。

“等这一批鸭子出栏后就不养了，

整改鸭棚，直到达到环保标准为止。”
董磊做出了抉择，双方约定了整改时
限及违约责任等问题，一起环境污染
纠纷就这样迎刃而解。

立法执法两手抓
画出守卫黄河同心圆

黄河治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必须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只有保护
好黄河、治理好黄河，才能为高质量发
展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其中，离不开
法治思想和法治方法的运用。

加大水资源保护力度，是推进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和关键。为此，市司法局将《聊城市集
约节约利用黄河水资源管理办法》《聊
城市位山灌区管理办法》作为 2022 年
立法工作的“重头戏”。6 月份向市人
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提请审议〈聊城
市集约节约利用黄河水资源管理办法
（草案）〉的议案》。8 月 17 日，立法专
家对《聊城市位山灌区管理办法》进行
审查论证，立法权限、立法技术规范、
条款设置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专家
们一条一条分析，提出论证意见，8 个
多小时后，一套针对性修改方案出炉，
等待立法工作人员的，将是再一次的
修改完善。

“地方立法要因地制宜、精准施
策，要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市司
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佰明看来，制
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
关法规规章，应充分考虑本地实际、突
出地方特色，确保立得住、行得通、用
得好，真正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

除了立法，执法是关键。执法到
不到位？有没有发挥作用？需要执法
监 督 人 员 有 一 张“ 铁 面 ”、一 双“ 慧
眼”。近日，市司法局联合市水利局、
市城市管理局开展了黄河流域水行政
执法专项监督。阳谷县司法局“现场
执法、现场监督”活动正如火如荼开
展，在深入河道检查是否有非法采砂、
非法排污等执法现场，总能看到阳谷
县司法局执法监督科工作人员的身
影。他们两三人同行，跟随执法人员
深入执法一线，主动出示行政执法监
督证件，打开执法记录仪全程记录执
法流程，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人员
执法能力。

黄河宁，天下平。市司法局肩负
起法治使命，提供司法服务与保障，促
进沿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
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
发展贡献着力量。

黄河法治文化带
绘就人水和谐生态图

坐落于东阿黄河井圈险工55号坝
的黄河法治文化广场沿黄而建，黄河
水暗流涌动，气势磅礴。沿着黄河大
堤行走到东阿黄河法治文化广场，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用石头刻制的“东阿
号”船舶。“船舶”上刻着的“法治润黄
河 共筑安澜梦”几个大字贯穿“船身”，
从左向右看，犹如蜿蜒的九曲黄河，奔
流入海。

法治主题雕塑矗立在东阿黄河法
治文化广场中间，黄河水蜿蜒婉转、飞
流直下，蜿蜒的河水中穿插着各种字
体的“法”字，黄河文化与法治文化相
互融合贯通。从法治主题雕塑到法治
宣介牌，再到法治小品、互动区域，宪
法精神、习近平法治思想、民法典、黄
河保护法、全国十大法治人物张道强
简介、东阿黄河水政执法工作等元素
与黄河工程充分相融，仿佛置身在一
处集文化、艺术、法治、美景于一体的
普法大课堂，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
受法治熏陶。

“黄河的气势让人流连忘返，途中
的法治文化广场更是点睛之笔，欣赏沿
途壮美的黄河风光的同时，也能学习法
治知识，感受黄河文化与法治文化的相
互交融。”来东阿县旅游的河北省邯郸
市市民王海超说。

我市利用沿黄这一特殊地理位
置，将黄河法治文化作为区域法治阵
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黄河文化
元素和法治元素相结合，因地制宜设
计黄河法治文化品牌，让黄河沿岸成
为一道亮丽的法治文化风景线。

“我们创新开展‘沿着黄河去普法’
系列活动，切实增强沿黄群众法律意
识，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市司法局党组
书记、局长商光胜告诉记者。

司法行政力量在一次次护佑黄河
安澜的矛盾调解中凝聚，在一场场“学
法、用法、尊法、守法”的普法之旅中升
腾。聊城市司法局将乘着新时代黄河
事业蒸蒸日上的浩荡春风，以法治之
帆笃定前行，以法律之名护佑安澜，共
同铺就建设幸福聊城的法治底色。

法治护航渡安澜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聊城司法行政力量

我市我市““沿着黄河去普法沿着黄河去普法””活动暨授旗仪式现场活动暨授旗仪式现场 在东阿黄河法治文化广场在东阿黄河法治文化广场，，东阿县司法局二级主任科员曹绪涛介绍普法趣味盲盒东阿县司法局二级主任科员曹绪涛介绍普法趣味盲盒

（上接1版）举办山东与世界 500 强连
线高端装备、现代海洋产业专场聊城
分会场活动。组织参加第三届跨国公
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我市4个项目在峰
会集中签约，总投资1.75亿美元，合同
外资1.1亿美元。

东西协作取得较大进展。东阿
县、阳谷经济开发区分别与中国（山
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青岛片
区签订联动框架协议，建设联动创新
区；高唐经济开发区作为省级开发区

东西合作共建首批试点，6月16日与青
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署合作共建协
议；6月29日，嘉明经济开发区与淄川
经济开发区签署合作共建协议。

“市商务投资促进局牵头组织开
展了促汽车、家电、餐饮消费等一系列
活动。我市是全省首批公布汽车消费
券活动的地市，也是第一个开启资料
上传入口的地市。”盛强介绍，截至7月
25日，全市共申领汽车消费券8724张，
合计申领金额2703.3万元。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