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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辽沈晚报
推 出 中 华 老 字 号
——杭州知味观特
别版流心月饼中秋
礼盒。

这份中秋文创月
饼礼盒更有一番吉祥、
喜乐的意味！

有些人，会在特定的时刻想起；有些食品，
只在每年的某个时间段出现，像久别重逢的老
友，让无数次的阴晴圆缺，多了几分期待。在所
有的传统节日里，最适合团圆的除了春节，就是
静谧温情的中秋节了，在皎洁的月光下，与家人
一起边聊天边品尝清淡健康的月饼。

今年中秋，辽沈晚报推出中华老字号——
杭州知味观特别版流心月饼中秋礼盒，礼盒还
特别加入丝绸名品万事利桑蚕丝方巾。这份中
秋文创月饼礼盒更有一番吉祥、喜乐的意味！

礼盒包装通体为奢华橘黄色，仿皮质拎手
尽显高端气质，大受极简主义推崇者的喜欢。
礼盒中，月饼精选知味观流心花园系列产品，月
饼从外观的印花，到其中的内馅都由鲜花构
成。礼盒共计含有 6 枚月饼，桂花流心与玫瑰
流心各含三枚，每一种口味都是源自味蕾的感
动。

不论是哪一个口味的月饼，都能让你在和
朋友们的下午茶时光中，体会到对生活的细腻
精致、畅快欢乐。

礼盒还附上一条开满鲜花的 100%桑蚕丝
丝巾，浸润在午后的光线里，沉醉于秋日的声息
中，尽显满满祝福，藏进节礼中，以丝韵诉诸花
好月圆的美意。

还有重头的祝福礼等着你！她来自辽沈晚
报的深切祝福：只要订中秋月饼礼盒，便可以通
过辽沈晚报或辽沈晚报微信公众号为亲朋好友
送上一份最真挚的中秋祝福。

这次的祝福活动也是为答谢读者和粉丝多
年的关注，订文创月饼礼盒的读者，将专享“最
远的你，最近的爱”祝福专递服务，将您最重要

的心里话、最美好的祝福语发送给我们。我们
将在《辽沈晚报》或辽沈晚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刊
登，作为爱的使者，将您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对
亲朋好友的问候传递过去。

所以，谁会忘记这样一个中秋节和中秋节
的礼物呢？

辽沈晚报中秋祝福专线：
024-22895302 024-22536500
024-22699059 024-22536599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刘臣君

联手名品 中秋留香

辽沈晚报流心月饼送给最牵挂的人

扫描二维码也可订购礼盒

“雨天不踩泥、晴
天不起土”，这是山东
省推动农村通户道路
硬化工作方案的基本
标准，被当地干部群众
称作“户户通”工程。

不 少 村 民 却 抱
怨：一些“户户通”工
程质量堪忧，且强行
摊派群众个人出资
修路，甚至有的低保
户也被摊派。

“雨天不踩泥、晴天不起土”，这是山东省
推动农村通户道路硬化工作方案的基本标准，
这项工作被当地干部群众称作“户户通”工
程。根据山东省的目标，2020 年年底，不仅要
实现国家要求的“村村通”，更要基本实现全省
农户家门口通硬化路。

“新华视点”记者近日跟随国务院第八次大
督查第十督查组在山东省多地发现，不少村民
抱怨：一些“户户通”工程质量堪忧，且强行摊派
群众个人出资修路，甚至有的低保户也被摊派。

按户摊派标准不一
家门口的路变成“贫字牌”

“每家每户都得交钱。一开始说是捐款，现
在捐款是捐款，修路钱是修路钱，有的村民捐了
款，但没交修路钱一样不给修路。”一些村民反
映。

山东省以及青岛市、平度市的“户户通”相
关文件都要求，充分调动农民群众自愿出资出
劳的积极性，鼓励社会各界进行多种方式的捐
资捐助，为农村通户道路硬化提供资金保障。
但督查组核查发现，在实际执行中，部分村镇名
义上是自愿捐资捐助，村委却硬性收费。上级
要求量力而为，可是落实到村镇，却变成了争修
高标准水泥路，搞起了按户摊派。

“家里条件是不是困难看路就行。条件差

一点的现在还都没交钱，所以都没修路。”对于
一些家庭条件稍差的村民来说，家门口的路仿
佛变成了一道“贫字牌”。

一位低保户表示，因为家里非常困难而享
受低保政策，却得再掏钱修路，着实想不通。

另有村民反映，修路收费标准不一，不同村
镇收费标准从每平方米7元到20元不等。一些
村镇甚至以村民家中有多少间房屋作为收费标
准。有的甚至在同一个村镇内收费标准也不一
致，“有的按一间屋60元收，有的按其他价格收。”

督查组走访一些村镇了解到，修路款大多
是由村两委代收。但在杏庙村等地，村民们交
完钱后大多数都没有拿到缴费凭证。一共有多
少钱、钱去哪了，村民们都不知道。

家门口的“钢琴路”和“倒灌路”

“现在一提这个路就烦心。”在山东省平度

市旧店镇杏庙村，督查组一提“户户通”立刻就
打开了村民们的话匣子。

在杏庙村，记者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处于
一条巷子里的道路，状况大相径庭，有的家门口
硬化了，有的却是土路。一些村民戏称就像“钢
琴路”，一块黑一块白。

村民说：“交了钱的就给修了，还没交钱的
就不给修。”

在山东省安丘市景芝镇戴家沙浯村，督查
组同样看到了“钢琴路”。督查组到达这个村
时，恰逢当地下雨，走在“户户通”工程的路上，
硬化路、泥土路交错，一场雨过后，走起来鞋子
照旧沾满泥巴。

还有一些村民反映，没修前，路还算平顺，
修完后出现雨水倒灌。莱西市店埠镇的一些村
民反映，由于新修道路路基下挖深度不够，硬化
后路面比硬化前高出不少，村民家院子里的雨
水流不出来，一下雨就会倒灌。为了挡水，村民
不得不自制围挡或干脆挖排水沟。

民心工程更要暖人心

据了解，在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上
集中反映的“户户通”问题，涉及山东省烟台、
青岛、临沂等多地。

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的《推动农村通户道
路硬化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到 2020年年底，
基本实现全省农村通户道路硬化。

通知要求，除纳入近三年内搬迁、撤村并
居、社区和城区建设规划的村庄，以及远离村
庄的散居户（15 户以内）和常年无人居住户
外，剩余行政村全部实施通户道路硬化。由
县级政府科学制定村庄搬迁、撤村并居、社区
和城区建设规划，明确常年无人居住户认定
标准。

这份通知同时说明，有条件的村可以采用
较高标准，经济实力较弱的村可以采用块石、
卵石、红砖、预制砖、风化料、建筑废弃料等建
筑材料实施道路简易硬化。

平度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公开信息显示，
“户户通”项目的资金来源上，20%由青岛市支
持，平度市配套 40%，镇村两级负责其余 40%的
建设资金。

一些村民认为，有的村镇村集体产业少，
配套资金压力大，而上面又有考核任务，导致
了以“自愿捐款”的名义变相向村民收费。

“好政策到了下边执行的时候走了样。”平
度市旧店镇杏庙村村民说。

督查组建议，制定和执行政策要量力而
为。修路便民本是好事，但一些地方在执行
中，不应不顾自身的现实条件，盲目提高建设
标准，为了完成任务向群众搞摊派。

督查组还建议，对督查中暴露的问题进
行整改，解决好“钢琴路”等问题，特别是对低
保户等特殊困难群体，不能增加他们的其他
负担，杜绝摊派等现象，规范管理修路资金。

针对督查组发现的问题，青岛市交通运输
局表示将立行立改，对辖区内“户户通”工程进
行再摸底再排查，加强自查的同时，更多听取
村民的意见。对搞摊派现象，发现一个整改一
个，对“钢琴路”等现象立即进行整改。

据新华社

村路“户户通”成“户户痛”低保户也被摊派出资修路

变了味。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