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彦淖尔市
道路交通事故逐年下降

去年至今，巴彦淖尔市共发生
一般程序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63
起，共造成56人死亡，36人受伤，直
接财产损失110600元。与同期相
比，事故起数减少6起，下降8.7%；
死亡人数减少2起，下降3.45%；受
伤人数减少1起，下降2.7%；直接财
产损失减少8800元，下降7.3%。并
且，巴彦淖尔市连续三年道路交通
事故发生起数呈下降趋势。从事故
发生的原因分析，超速行驶、违反交
通信号和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仍是
事故主因。民警呼吁广大交通参与
者，要遵章守法、提高警惕，共同维
护道路交通安全。 （胡松柏）

大黑沙土镇
“三结合”化解基层矛盾

“都怪我们两人因为一点小事
不冷静，如果不是你们和村干部及
时赶到并耐心地给我们讲道理，还
不知道一冲动那天会发生什么事。
太感谢咱们民警了！”4月20日，大
黑沙土镇东风村民张来有与谢富刚
来到派出所向民警道谢。

去年以来，商都县公安局大黑
沙土派出所探索建立了“三结合”纠
纷调解模式，即由派出所民警、司法
所、村委会干部共同行动，依靠警司
民联调联处模式来化解基层纠纷，
并受到群众好评。年初至今，该镇
29个行政村通过“三结合”工作法，
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63起，并且无
一例因矛盾纠纷而引发治安、刑事
案件。 （姚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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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新风尚

民声快线

编者按: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我区春耕的大幕已经拉起，农民们忙碌在自家的田间地头，企盼秋天的好收成。春耕少不了购买农资，农资的质量关系着收成的好坏，甚至关系着农民

的全部身家，尤为重要。为此，不少农民朋友来信来电寻问自治区在农资打假方面的措施和政策，期望相关部门周密部署，让广大农民可以放心购买。《读友》应读者要求，密切关注相
关部门的具体措施和成效，希望可以为农民朋友们购买农资提供资讯。

□传薪

一个国家，无农不安，无粮不稳。目前，自
治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 1.04 亿亩，已经成为
中国北方重要的粮仓。假农资的出现对自治
区农业的健康发展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少数假
冒伪劣农资产品使内蒙古一些农民的利益受
损严重。有的农民用了伪劣农资，导致种田减

产，甚至颗粒无收，农民一年的劳动化为乌
有。为此，我们必须要保护农民种田的积极
性，让农民种田有盼头、有指望，既为社会提供
粮食、蔬菜、肉类、蛋禽、农副产品，又能通过勤
劳致富。我们还要将那些坑农害农的假冒伪
劣农资制售商，一一揪出来，绳之以法，确保农
业、农村、农民的稳定。

农资打假，任重道远。打假是个系统工程，
也非自今日始。年年打假，年年有人犯法，我们

该随时保持农资打假的高压态势，形成“带电的
高压线”。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大力管
控，一是对于重点农资，如种子、种苗、农药、化
肥，一定要严把市场准入关口，切断其黑色利益
链，防止鱼目混珠。二是要极力规范整治农资
批发市场、专业集散地，从原料、产地、生产、加
工、运输、销售各个环节加大巡查力度，强化质
量抽检。三是各有关部门要包片包点，包到乡、
镇、村、户，扎紧笼子，严防死守。四是一旦发现

伪劣农资流入市场，要穷追不舍，一直追查到源
头，在“最后一公里”将其截获，不准进入市场侵
害农民利益。

同时，农资打假并非“百日行动”就万事大
吉，人们更希望看到，这样的专项行动能够持续
下去，让那些假冒伪劣农资产品的生产者、经销
者无处遁形，让产假售假者得到应有的惩处，使
其不再有能力重操旧业。这样才能使农民生产
无忧，百姓餐桌无忧。

农资打假，既要高压更要持久

□何勇海

2017年 3月底，“深圳阅读推广人协
会”正式成立。过去5年，累计144名学员
通过严格考核，获得政府颁发的“阅读推
广人”证书，在市民中“播撒”阅读的“种
子”。现在他们将朝着专业化、制度化方
向迈进。

“阅读推广人”从事着不同职业，却做
着同一种公益事业：向公众传播阅读理
念，不仅引领公众爱上阅读，而且促使公
众学会如何阅读，让阅读成为越来越多普
通人的精神享受。

“阅读推广人”是推动全民阅读的引领
者。在过去的漫长年代，由于经济条件有
限，人们对阅读的渴望不高。然而现在，随
着物质极大丰富，阅读成了一种民生渴求，
阅读也就具有了社会性的一面，人们不仅
需要很自我的阅读，还想通过参与阅读活
动实现交流和分享。而“阅读推广人”在读
者中间穿针引线，串连起一个个探索真理、
互相激励的阅读人，构建起一个个阅读型
团体，可谓是全民阅读的引领者。

“阅读推广人”是提高阅读质量的好
导师。在不少阅读活动中，一些“阅读推
广人”指导人们如何制定“阅读计划”，指
导家长如何“亲子共读”以及如何为孩子
挑选适合的好书……为普通读者力所能
及地作好阅读指导。一些专业的“阅读推
广人”，更是着力于提高他人的阅读能力、
阅读品位和思辨能力，不仅进行阅读兴趣
培养，还进行阅读能力建设，让阅读更有
价值。

“阅读推广人”是促进阅读公平的推
动者。有人说，阅读是最公平的事，因为

“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
还是富裕，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
享受阅读的乐趣”。的确如此。不过阅读
也需要一定条件，诸如是否购买得起一些
图书，举办阅读讲座、读友交流会等是否
有适合场地。面对这些难题，“阅读推广
人”主动挑起重担，组织图书捐赠行动，送
图书进基层、进农村，联系学校、书店、图
书馆等，为各类读书活动寻得一席之地
……促进阅读公平总有他们的活跃身影。

由此观之，我们关注阅读，也当为“阅
读推广人”的不懈努力喝彩！我们需要更
多的“阅读推广人”，通过多种渠道、形式
和载体，向公众传播阅读理念、开展阅读
指导、提升阅读兴趣，培养阅读能力。相
关部门也当为“阅读推广人”的阅读推广
活动予以最大支持与激励，使他们走得更
久更远。

期待更多“推广人”
为阅读播种

“老李病好了，又来修理器械
了！”近日，在呼和浩特赛罕区政府广
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经亮相，
立刻引起了在广场上锻炼身体的人
们注意，打招呼声此起彼伏。随后，
这位老人走到一排健身器械旁，开始
修理起损坏的部件。

老人名叫李巨，今年78岁，家住
广场旁边的一个小区。常来广场锻
炼身体的市民大多都认识他，因为经
常看到他蹲在健身器械旁边仔细检
查，哪里的螺丝松了，就用随身携带
的扳手拧紧，哪里的木头部件断了，
他就自己回家做一个，然后带过来装

上。这些健身器械在李巨的眼里，仿
佛是他的孩子，每天都要来呵护一
番，这一呵护就是8年。

“我在赛罕区政府广场锻炼身体
也有好几年了，自从我来的时候，就经
常看见李大爷在维护修理这些健身器
械，对于李大爷，所有在广场上锻炼身
体的人们都很尊敬，纷纷称他为‘活雷
锋’。但是自从前年年底，广场上就没
有了老人的身影，一打听才知道，老人
在雪后来广场时不慎摔倒，导致脚踝
骨折，只能在家养病。”在广场上锻炼
的张先生说。直到最近几日，他们才
看到李大爷重新回到了广场，又忙着

修理健身器械，大家非常感动。
在老伴儿范大娘眼中，李巨就是

一个爱管“闲事”的人。范大娘笑着
说，李巨退休前是一名大车司机，曾经
在好几个单位工作过，会一些机修技
术。因为为人热情豪爽，退休后，街坊
邻居家里只要有自行车或者是电器坏
了，都会过来找他帮忙，他总是乐呵呵
地去了。不仅如此，只要关乎大伙儿
生活方面的事情，他都乐意出头。周
围平房区一直没有自来水，他主动找
自来水公司协调，平房区通上了自来
水；原有的公厕破败不堪，他又去找环
卫部门反映，新的公厕也建成了。

“我们老两口到赛罕区政府广场
锻炼身体也有 10多年了，开始的时
候，广场上的健身器械都是新的，过
了两年，一些螺丝就松动脱落了，老
李看到后，就回家拿工具进行修理，
从那以后，每天检查一遍健身器械也
是他锻炼身体的一个重要项目。”范
大娘说，在李大爷养病的这一年多时
间里，他总是隔几天就会念叨：这么
长时间了，那些健身器械估计又有损
坏的了，我得出去修一修。前几天，
李大爷刚好利索，就带着老伴来到广
场，修理起了这些让他牵肠挂肚的

“孩儿们”。 （刘丽）

78岁老人8年义务修理健身器械

近日，化德县举行“守望相助、亮丽北疆”为主题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在活动启动仪式上开展了健身操、太极拳、健身单车等表演，为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
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图为群众在活动启动仪式上进行安代舞表演。 李剑平 摄

跳起欢快的安代舞

图观

记者调查

近日，阿拉善盟交警支队开始
为该盟 248名农村牧区义务交通安
全劝导员配发指挥装备。经过培
训，这批劝导员将在农村牧区开展
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日常交通状况
信息反馈、进行交通违法劝导等工
作。 徐贤淑 摄

□本报记者 帅政

近期，一份有关假化肥和假农
药的检测报告在网络上飞速传播，
一种复合肥料的钾含量标注为 15，
实际检测结果仅有 0.5，还有一种农
药更加离谱，有效成分仅 0.01%，趋
近于零。有网民笑称，喝这农药跟
喝水没区别。这虽是笑谈，但是背
后也透着假农资的危害。农业专家
指出，农民若使用这些有效成分不
足的或不含有效成分的假冒伪劣农
资，肯定无法起到预期的防治效果，
10元钱的假冒伪劣农药，可能导致
农民损失 1000 元。今年 4 月 1 日，
农业部印发《2017 年全国农资打假
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要求保持
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假劣农资坑农
害农行为。

内蒙古地大物博，是我国重要的

粮食生产基地。目前，春耕春播已经
在全区广袤的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
开，各地的农资销售也已经进入旺
季。通辽开鲁县的种粮大户张百富也
不例外，他承包了200多亩土地，每年
都把购买质量过关的化肥和农药当成
头等大事，用他的话讲，“买上假货等
于一年白干”。去年小心翼翼的他也
差点被假化肥坑了，他告诉记者：“幸
亏工商局市场监管部门抽检及时，发
现化肥不合格，我及时退货了，要不然
我这几百亩地可就遭殃了。”原来，他
从开鲁县黑龙坝镇的一家农资商店购
买了两吨兴秋牌复混肥料，后来这个
批次的肥料被市场监管部门抽样送
检，经过权威单位检测发现含量不足，
为不合格产品。他说：“幸亏有‘红盾
护农’行动，我才没有遭受损失，要不
然后果不堪设想。”

张百富提到的“红盾护农”行动是
由自治区工商局组织的针对农资市场

的专项行动。它对农资市场中的化肥
和农膜进行重点抽检，还包括清查进货
渠道、标识标签、引人误解或夸大功效
的虚假宣传和广告、“傍名牌”、网上销
售假农资等。同时，针对重点区域，以
巴彦淖尔市、赤峰市、通辽市等粮食主
产区为重点，加大对于农资销售集中地
的抽查力度。还会进一步督促农资经
营者完善“索证索票、购销台账”“不合
格农资商品退市”等一系列制度。

据内蒙古工商局市场处黄智介
绍，“红盾护农”专项行动不是今年才
展开，这项行动已经延续了数年，每
年都效果显著，去年全区共查处农资
案件 511 件，案值 415 万余元，为农
户挽回巨大经济损失。黄智说：“作
为自治区工商主管部门，‘红盾护农’
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把它列入了
全年‘六个专项’整治之一，每年4月到
10月，从春耕到秋收，整治不停歇。现
在我们不仅仅是抽检产品，还会加强

农资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在全区各
地通过评选命名一批农资经营管
理规范、诚信守法、产品合格、信誉
服务好、消费者满意和示范性较强
的‘农资经营示范店’，并进行严格
动态管理，让这些示范店引领市
场，形成可靠的市场诚信体系，使
农牧民买农资时买得放心，不必担
惊受怕。”

化肥等农资产品在流通领域有
工商部门的“红盾”护航，那质监部门
的“质监利剑”行动则在生产环节把
好了关。

农资产品的巨大需求让少数不
法分子蠢蠢欲动，为逃避打击，假冒
伪劣农资生产企业较之前更加分
散，造假行为也更加隐蔽。打假工作
如何取得实效？自治区质监局为此
专门进行“质监利剑”农资打假活
动。“质监利剑”专项打假主要针对化
肥、农膜、滴灌带生产企业重点监管，

在农资生产环节就对农资企业主动
进行一系列检查，突出检查有效含量
不足、虚假标注、无证生产、以次充好
等重点违法行为，保证进入市场上农
资产品的质量。

同时，“质监利剑”行动期间，自
治区质监局通过 12365 举报投诉平
台，建立农资案件举报、受理、处置、
反馈的快速通道，有效避免了投诉渠
道查处不及时、结果不公开等问题，
提高了执法打假的精准度和时效
性。根据12365接到的举报，包头市
土右旗煜田肥业有限公司涉嫌生产
销售掺杂掺假肥料。包头市质监局
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了突击检
查，经检验及核查，该公司存在生产
掺杂掺假硫酸铵化肥及氨基酸肥料
以假充真行为；呼伦贝尔市质监局
根据举报，对黑龙江帮农肥业有限公
司销售到我区的复混肥料进行检查，
发现该批肥料标注的部分有效成分

与标准要求严重不符，该案涉及货值
34万余元，自治区质监局第一时间报
告了国家质检总局并将详细资料通报
黑龙江省质监局，避免了一起假冒伪
劣化肥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

各地质监部门通过严厉打击生产
假冒伪劣违法行为，维护了广大群众
的合法权益，“质监利剑”执法打假专
项行动更是得到广泛赞誉。

自治区质监局执法督察局局长李
洁告诉记者：“目前‘质监利剑’专项行
动进展顺利，我们还会依托设在自治
区质监局的国家质检总局电子商务产
品执法打假分中心大数据平台，扩大
案源，查办一批利用互联网销售假劣
农资案件，维护广大农民的合法权
益。全区质监部门还将继续组织农资
产品免费检测、宣传咨询、现场受理投
诉举报，以及‘进千村、入千户、抽千
样’等活动，为春耕、农业增产、农民增
收保驾护航。”

““红盾红盾””++““利剑利剑””：：让伪劣农资无处遁形让伪劣农资无处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