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购买农资要注意六个误区

编辑同志：

春耕期间，很多农民开始
大量购买农用物资。然而据笔
者调查，许多农民在购买农资
时往往会陷入误区，造成很大
的损失，因此，农民购买农资
要注意六个误区。

一、不到正规农资部门购
买。一些农民存在贪小便宜或
者图方便的心理，经常就近从
一些进村入户的个体经营者
手中购买廉价的农用物资，致
使上当受骗，而且往往上当后
无法找到经营者。

二、不索要、不核对和不
注意保存发票。 购买农资时
不注意索要发票， 或者索要
发票后对品牌、 规格型号等
项目不进行认真核对， 有的
虽拿到发票却不妥善保管，

致使日后出现问题时没有投
诉证据。

三、不留取样品。对种子、

化肥、农药等农贸商品，在使
用前应提取样品封存，并贴上
标签注明品牌、规格、批号、厂
家， 与购货发票一同保管好，

一旦出现问题及时向有关部
门提供样品，以便解决问题。

四、 不认真阅读说明书。

对农作物新品种、农药、化肥
等，要认真阅读说明书。特别
是对播种时间、 药肥含量、有
效期限、稀释浓度、适用时间
等， 要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

以免使用不当造成经济损失。

五、 出现问题不及时投
诉。一些农民发现农田受损出
现征兆时，不及时投诉，导致
有关部门不能及时到现场勘
验，不能及时准确的处理有关
责任问题。

六、 不及时采取补救措
施。 一些农民发现使用的种
子、化肥、农药等出现了问题，

向有关部门投诉后就等待“赔
偿”，不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将
损失降到最低点，导致损失更
大。

读者：林萌闻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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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赵锐

金牛山办事处

开展“五小”行业集中整治行动

本报讯（记者苏鹏） 连日
来，河区金牛山办事处集中时间
和人力、物力，针对辖区内部分“五
小”行业存在的违法、违规等不良
经营行为，深入开展“五小”行业集
中整治行动，受到群众的好评。

该办事处在此次集中整治行
动中， 共排查了辖区内的小饮食

店、小美容美发店、小旅馆、小浴
池、 小歌舞厅等经营单位

213

家，

依法取缔了
4

家；整改卫生不符合
条件的“五小”行业经营单位

188

家；整改基本具备办证条件、但未
办理各种证照的“五小”行业经营
单位

8

家，要求其限期办理各种必
办证照。

出租车涨价，三轮车缘何跟风？

市民要求有关部门对三轮车加强监管
日前，市民向本报记者打来电

话反映，最近一段时间，我市的人
力三轮车集体涨价了，并强烈有关
部门管管三轮车乱涨价一事。

近日， 记者带着这一问题，在
市中心城区进行了采访。据记者了
解， 自

3

月
15

日我市中心城区出租
车每次加收燃油附加费

1

元以后，

我市的三轮车的价格也开始上涨，

以前只要两元的路程，现在很多都
要收费

3

元，也跟风涨价了。一位三
轮车师傅对记者说：“面的都涨价
了，我们也都跟着涨价，但根据什
么涨价？我们不知道。”据了解，一
些市民也遇到过因拒绝车费涨价
而被三轮车拒载的现象。

由于价格便宜，人力三轮车是
不少市民出行代步的首选。对于三
轮车收费价格的上涨，一些市民也

表示， 适当涨价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很多商品价格都上涨了，两
元的车费实在有点儿低，再说出租
车的价格也上调了，所以三轮车的
价格也跟着上涨，可以理解。”

对于三轮车车价上涨一事，市
物价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人力三轮车收费一向没有指导
价，属于市场调节价格。三轮车收
费随距离的长短和携带东西的轻
重、多少不同而定价，相关部门很
难对其制订统一起步价。” 对于目
前部分三轮车悄然涨价的现象，该
工作人员建议，乘客上车前与三轮
车师傅协商好价格，以免带来不必
要的麻烦。

俗话说， 无规矩不成方圆。三
轮车涨价还是应该有明文规定，这
样才是合情合理。市民希望有关部
门能够加强对三轮车的监管，以规
范他们的收费行为。

阳光洒在征程上

初夏的绵绵细雨掩不住内
心温暖的火花。 走在和美广场，

脑海里思绪飞扬，这里不仅是我
工作的场所，它更是我另一个温
馨的港湾。亲情、友情、爱情，几
分跳跃闪动的音符绚烂了我平
凡的人生，让我学会思考、学会
感恩，让我感受了爱和被爱的快
乐与幸福。

几年前，憨厚的父亲兴冲冲
地踏入西亚， 凭着一技之长，撑
起了家中的半边天，让在外求学
的我和弟弟有了踏实感，不必担
心老实的父亲做生意会吃亏，也
不必害怕父亲在外风吹日晒伤
身体。因为在公司里有同事对他
的尊重和关怀，在付出劳动后他
可以安心地领到属于自己的那
份报酬，他也可以在节日里享受
到公司的福利。 一度憔悴的父
亲， 脸上终于有了久违的笑容。

感谢公司， 在我们无助的时候，

让一个飘摇的家得到安定；感谢
父亲， 不管多么操劳和疲惫，始
终把最美好一切带给我们。

父母的爱是无私的、 伟大
的。同事的爱是温暖的、动人的。

初到财务部， 对一切都很陌生，

想做好却无从下手。同事们热情
的笑容、友善的话语、细心的指
导，让我消除了很多不安，我很
快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就在工
作还算顺利时， 我出了一次差
错， 对账时发现我的账目不符，

相差悬殊。 我觉得自己太差劲
了，什么都做不好，辜负了领导
对我的信任， 心情也极度低落。

但领导和同事帮我从各方面查
找原因， 一遍遍地帮我盘库，甚
至把实物一个个翻出来查看。最
后，终于找到了原因。当时，内心
非常激动，但更多的是对自己工
作失误的自责。我拥抱了这些亲
爱的姐妹，感谢她们在我失误时
真诚的关怀和帮助，让我感受到
集体的温暖，让我又有信心面对
未来。

感恩就像一条路，路的尽头
绵绵不断。因为只要有爱在你身
边围绕， 你就要为爱而感恩，阳
光就会洒在征程上。

西亚财务审计部章林云

图 书 馆 建 到 农 民 的 家 门 口

“自从平桥区图书馆在村里开了分馆，我
们办了借阅证，儿子每天都能像城里的孩子一
样去图书馆看书、借书了。”自陆庙核心区图书
馆建立以来，村民们感到图书馆就像是建在自
己的家门口一样，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图书馆好
处，丰富的文化资源让他们欣喜不已。

为了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去年以来，平桥
区政府经过

1

年多的筹划和建设，逐步形成以
平桥区图书馆为总馆，其他下属乡镇、办事处

图书馆为分馆的公共图书馆体系。从此，

19

个
乡镇的农民有了自己的图书馆，

80

万平桥人
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公共图书资源。

陆庙是平桥区新建的农村核心区，这个
建在广场边的图书馆显得非常醒目，灰色的
墙体上， 镶着一个红色篆书大字———“书”，

而图书馆的房顶则是透明的蓝色琉璃瓦，图
书馆内丰富的藏书向群众免费开放。在陆庙
核心区，到图书馆查找有关种粮、养殖等方
面的知识，已成了当地村民们的“必修课”。

附近的村民每天都能在此免费看书借书，享
受到城市居民同样的公共图书资源。

“我很喜欢看书，但是买书很贵，去城里
又不方便， 也从来没去市里的图书馆看过
书。”村民刘勇说，现在村里有了图书馆后，

他可高兴了，第一时间就去办了借书证。

在村民葛大爷的印象里，到城里图书馆
看书曾经是遥不可及的奢侈：“我

50

多岁了，

还不知道市里的图书馆在哪个方位呢。”葛
大爷说，“现在家门口就有了图书馆，我想看
书就去了，跟城里人没啥两样。”

图书馆建到农民的家门口，不仅带来了
看不完的新书以及电影、讲座等资源，而且
还有免费办证、免费阅览、通借通还、电子阅

览等各类便捷服务，极大地丰富了农村的文
化生活。图书馆没建之前，当地农民空闲时
间大部分都是聚在一起打打牌，现在有许多
村民没事就来图书馆里看看书，学学技术。

平桥区图书馆陆庙分馆图书管理员何
婷向我们介绍说：“图书馆目前共有藏书

3

万
册，其中少儿借阅室有藏书

9600

册，成人借
阅室有藏书

2

万多册， 二楼主要是报刊杂志
阅览室，有

30

多种报纸、

88

种杂志。”

像陆庙这样的图书馆在平桥区的每个
乡镇都有，全部统一规划、统一标准，每个图
书馆建筑面积

860

平方米，分为成人借阅室、

少儿借阅室、期刊室、采编室和电子阅览室
等
5

个部分。

据了解，乡镇公共图书馆的建设，是平
桥区继全民免费职业教育之后的又一项文
化惠民工程。 这些图书馆共投资

2000

多万
元，每座图书馆分为上下两层，群众办理借
书卡后，持“一卡通”就可以在家门口免费享
用“文化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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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网上看到关于上海“染色馒
头”的一些新闻，也看了一些评论。其中，

有一条评论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这条评
论说，之所以近年来“染色馒头”、“瘦肉
精”、“牛肉膏”之类的事件频发，除了像
温总理批斥部分不良商人道德败坏的原
因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是一小部分执法
部门“执法为利”、“执法为钱”的思想在
作怪。

根据媒体爆料，像上海“染色馒头”

之类的事件都有一些规律和共同点，都
有小部分监管执法部门若隐若现追逐利
益的影子。如

2008

年发生的“三聚氰胺”

奶粉事件，从当年
3

月起，有关部门就陆
续接到消费者的反映和投诉。 在前期长
达半年的时间里， 各级检测机构先后多
次对三鹿奶粉进行检验，“均未发现问
题”。直到当年

9

月份被媒体曝光后，地方
政府和企业才开始“彻查”；还如，

2009

年
9

月
8

日， 一位上海市民因好心搭载自称
胃痛要去医院的路人， 结果却被城市交
通执法大队认定为非法载客， 遭扣车与
罚款。后来查明，原来那名路人是执法大
队的“诱饵”， 专门诱人入瓮的； 再如，

2010

年年底的河北“昌黎葡萄酒造假事
件”，当地的假葡萄酒业存在多年，形成了
“造假一条龙”，甚至带火了当地的酒精、食
品添加剂及制作假冒名牌葡萄酒标签厂
家。而当地的监管部门竟长期“毫不知情”。

直到被曝光，才开始“迅速”介入……这些
事件都不同程度地说明，这一小部分监管
执法部门把执法当做部门或者个人谋利
的工具。执法为民成为口号，“执法为利”成为目的。

的确，由于经济的、体制的原因，部分执法部门和人员工
资、奖金比较紧张，办公经费捉襟见肘，要依靠收费和罚款来
“解困”，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小部分执法部门和人员“被
动地执法为利”。笔者在信阳工作，地方经济落后，经常接触一
些基层执法部门，他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收费和罚款。

一位基层执法部门负责人感慨地说：“我们办公经费缺乏，每
天的工作目标就是想着如何完成‘罚款任务’，没办法啊！”乍
一听，这些执法部门似乎有他们的“苦衷”———上级要指标、单
位要吃饭， 潜台词是：“我不靠执法创收赚钱， 靠啥吃饭？”最
终，让执法为民演变为“执法为利”。

从已曝光的一些事件看， 以利定取舍已成为一些执法部
门的工作习惯。监管执法部门“在办公室看样品”成为常态，前
提是费用缴纳到位。“瘦肉精”事件中，不就曝出“让养猪户自
己取样送检”的尴尬现象吗？一个馒头从生产到销售，再到最
终上到百姓餐桌，需要经过质监、工商等多个关口，但是，咋就
逐一“过关”了呢！安全监管防线“集体失守”，说明什么呢？食
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然而恶性事件却频频出现，

难道还不应该对“执法为利”的现象进行深刻反思吗？

一位网友尖刻地指出， 监管执法部门的严重失职乃至渎
职，背后是利益的搏弈，这是在拿全体大众的利益换取部门的
经济利益。与其拿问题企业和商贩开刀，不如在执法保障、监
管体制上多琢磨一下。把执法为民还是“执法为利”这个问题
弄清楚了， 把监管的漏
洞堵严实了。这样做，或
许比打杀几个黑心商贩
效果更好， 或许这才是
治本之策。

责编：苏鹏陈晓军照排：金霞
邮箱：

xyrbms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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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插秧缺水 专家现场“支招”

近期，市农业局局长齐城带领
农业抗旱保收专家组成员，先后深
入我市平桥区五里镇、 查山乡，光
山县仙居乡、孙铁铺镇，罗山县莽
张乡、庙仙乡等

6

大干旱片区调研，

在受旱严重的村、组农田，实地查

看土壤墒情、水情、苗情，了解水稻
抗旱插秧进展情况，并与专家现场
会商，提出解决春稻插秧缺水应对
方案。

据市农业局农情统计，全市春
稻计划种植面积

340

万亩，截至
5

月
24

日，已栽插
244

万亩，仍有近
100

万亩等水待插。调研发现，没栽插

的春稻主要集中在
6

大干旱片区。

这些地方基本都是岗坡田，水稻栽
插主要靠降水和塘湖堰坝蓄水，水
利设施不完备，少雨的年份很容易
受旱。

虽然
5

月份历经两次较大的降
水过程，特别是

5

月
20

日至
23

日在省
气象局和信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 对我市
17

个作业点实施了人工
增雨，促使全市普降中雨，缓解了一
些水稻栽插用水所需。 但由于去冬
今春降水偏少， 导致塘湖堰坝蓄水
少，

6

大干旱片区水稻栽插仍然面临
缺水问题。

对此， 齐城现场提出：“结合农
民种植习惯， 同时考虑到我市春稻
移栽期可延至

6

月
10

日， 从眼前看，

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应急打井。”

齐城还对打井所需的资金和井的长
期效能发挥提出了解决办法。 一是
调整“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资金项
目， 优先用于抗旱打井。

6

大干旱片
区地势较高， 打井深度需达到

100

米。

100

米的井深可满足附近
100

亩
田地的用水需求。 打一口井的费用
加上机电配套共需资金

5

万元左右。

农民可自筹一部分、 财政补贴一部
分。对于调整“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资金项目的用途， 齐城在调研现场
当即用电话向省农业厅领导请示汇
报。省农业厅领导明确表示，鉴于信
阳市当前的农业生产实际， 同意作
出调整；二是打井要做好布局规划。

一要把井打在最缺水的地方， 二要
最大限度地发挥井的效能。 在干旱
的时候满足农作物浇灌用水， 不旱
的时候满足农民生活用水， 保持水
井持续发挥作用。目前，我市农业部

门已在罗山县开始试点， 其中罗山
县庙仙乡已打了

12

口深井， 极大地
缓解了当地农民插秧用水所需。

在调研中， 农业专家们还对全
市抗旱插秧工作提出了分类指导意
见。一是轻度缺水区，大部分已插上
秧。通过近期两次降水，基本上可以
满足近一段时间水稻的用水需求；

二是中度缺水区，补充一部分水源，

基本上可以满足水稻栽插用水，各
地要抓紧时间尽早栽插。 考虑到近
期的天气状况， 栽插后要加强水分
管理，合理用水、节约用水，发挥现
有水源的最大作用， 尽量满足水稻
用水所需；三是对仍然缺水插秧的

6

大干旱片区，要做两手准备：第一，

考虑到农民的种植习惯，至
6

月
10

日
以前仍要积极挖掘水源， 尽可能地
解决农民栽插水稻的用水需求。第
二， 对

6

月
10

日以后仍然缺水的地
方，各地要尽早考虑适时进行改种，

并提前拿出改种方案， 科学指导农
民抗旱保收， 最大限度地减少因水
稻栽插不上而造成的损失。

图为我市因缺水无法进行水稻插秧的田地。

息县是我市小麦主产区和高产区。日前，由省、市、县组织的
10

位农艺专
家，来到息县东岳镇杨庄村万亩小麦示范区，进行测产验收工作，经过一整天
的紧张工作，科学测算之后得出的结果是，息县万亩小麦示范区小麦亩产达到
505.7

公斤，增产
55

公斤，比非示范区多收
96.7

公斤，达到了示范区的预期目标。

图为农艺专家们正在测算小麦产量时的情景。

本报记者苏鹏摄

私家车“兼职”婚车赚外快

随着汽油价格的不断上调，越
来越多的私家车车主为了补贴养车
费用，加入到“兼职”婚车的行列之
中。

5

月
18

号早晨
7

时，在市区一家婚
庆公司门前， 停满了等待扎花的婚
车。 不少婚车车队要求同一颜色、同
一车型，少则几辆，多则

10

余辆。在这
些迎亲车队中，很多都是私家车加入

到“兼职”婚车行列中的。婚庆公司的
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是依照新人对婚
车的要求，找来这些婚车的。

随着汽油价格的不断上涨，私
家车主在养车的态度上发生了改
变，许多车主与婚庆公司联动，加入
到婚车行列中赚些外快， 以补贴养
车费用。 由于私家车的出租费用比
正规的汽车出租公司低，所以，不少
的婚庆公司和新人都比较看好这样
的“客串”婚车。

不过， 采访中记者通过咨询法
律人士得知，由于私家车“兼职”婚
车涉嫌金钱交易，属于违规操作。即
使是朋友之间互相帮忙， 但只要有
金钱往来， 那么， 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 在没有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的情况下， 都属于非法营运。同
时， 一些婚庆公司和私家车均为口
头协议，没有书面协议，对于消费者
而言，由于没有法律保证，一旦出现
纠纷，事后维权将会很困难。

□

本报记者赵锐

□

本报记者赵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