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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一丁）很少有人注意到
自己的车辆在加油时加油机是否按计量标
准执行，也很少有人关心贸易结算计量器
具是否接受定期检查。为依法打击利用加
油机实施计量作弊等违法行为，切实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10 月 11 日上午，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局执法人员突击检查
了我市两家民营加油站，检查中未发现加
油站存在违法行为。

据悉，根据《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
法》，市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结合省市场
监管局关于“加油机、加气机监督检查工
作”有关部署，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

开展检查。在城北区柴达木路一加油站，
车辆陆陆续续驶入这里加油，工作人员们
忙得不亦乐乎。记者看到这里共有9台加
油机，车辆加油的频次相对较高。执法人
员首先亮明身份和来意，随后要求加油站
负责人出示相关证照、购进油品渠道凭证
等资料，在查验完相关资料后，执法人员又
来到加油机前，通过钥匙打开加油机内部，
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加油机各部位铅封是
否完好、是否有作弊偷换计量装置主板和
芯片等计量违法行为，通过检查未发现西
川加油站存在计量违法行为。记者在位于
宁张路的一加油站看到，由于加油站的地

理位置特殊，这里来来往往加油的车辆更
加频繁，因此加油站内设置了 6 台机器 24
把加油枪，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加油站遵
守计量法律、法规和规章情况，如何处理消
费者投诉举报情况、加油机计量检定证书
是否在有效期内等内容，通过检查同样未
发现计量违法行为。

“通过此次突击检查，我们倡导加油站
经营者诚信经营，坚决杜绝加油机作弊、偷
换计量装置主板和计量芯片等计量违法行
为，为全市推进计量体系建设作出贡献。”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局执法人员告
诉记者。

近年来，随着青壮年陆续进城打工，许多耕地
无人耕种日渐荒芜，为了让闲置的土地更好地发
挥作用，有些农户就将家庭承包地租赁给他人以
获取更多利益，而由此引发的纠纷日趋增多。湟
中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土地租赁合同纠
纷案，原被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仅签订的

《土地租赁协议》无效，还被判决将土地恢复至正
常耕种状态，如此赔本买卖，希望引以为戒。

案情简介
2017年1月1日，占某和宝某签订了一份土地

租赁协议，宝某租赁占某的 8.8 亩耕地开办停车
场。合同签订后，宝某支付2017年至2019年租金
42240元。因双方合同擅自改变了土地用途，宝某
建设的停车场无法办理手续，租赁协议目的不能
实现，引发纠纷。自 2020 年 12 月至 2022 年 4 月，
双方历经三次诉讼，第一次诉讼由宝某提起，请求
确认与占某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无效，湟中区
法院判决宝某与占某签订的《土地租赁协议》无
效，占某不服提起上诉，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二次诉讼由占某提起，请
求判令宝某支付2020年、2021年土地租赁费共计
28160元，判令宝某复耕其承租的占某8.8亩耕地，
宝某提起反诉，请求判令占某返还宝某租金46640
元，介绍费 10000 元，合计 56640 元，后双方撤回
本、反诉。第三次诉讼双方就谁承担复耕责任打
起了“拉锯战”。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我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制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任何单位和
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
本案中的《土地租赁协议》经生效判决认定合同无
效，则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占某提
出让宝某复耕及赔偿土地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
同时占某也应当返还宝某租金。其中复耕责任成
为双方的争议焦点，基于协议是双方在明知要将
耕地用于生产建设后仍然签订，双方都有过错，根
据法律规定，应当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因租赁
耕地审批手续未通过导致耕地荒废，复耕是对耕
地的保护。为了不影响当年的耕种，法院判决宝
某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十日内将耕地恢复至适
耕状态，占某对复耕予以协助；宝某复耕完成之
日，占某返还宝某租金12672元。

法官说法
民以食为天，农以耕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对

耕地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指出，耕地是我国最为
宝贵的资源，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像保护
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耕地，严格控
制耕地转为非耕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
包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应
当遵守法律、法规，保护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
持续利用。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
建设。由此可见，将农用地做非农用途，碰触的是
国家法律高压线。我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制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使用土地的单位
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占
某与宝某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改变土地用途，最
终赔了夫人又折兵，占某不仅没有实现自己的发
财梦，还要承担复耕责任。

（文字整理 记者 顺凯）

我市突击检查市区民营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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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无效，判决复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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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晴空）连日来，在紧盯突
出问题整治、抓好主题教育学习的同时，市
委作风巡查第九组积极深入到巡查单位监
管的重点项目现场、医院、服务中心等，了解
项目施工进度、为民服务落实等情况，不断
做好协调服务工作，通过及时全面掌握情
况，推进项目进展，提高服务质效。

“这个项目是我们巡查单位市发改委的
重点联点项目。我们前期通过多方沟通协
调，帮助解决了一些环节上的堵点问题，今
天通过实地查看从整个的实施建设成果来
看效果比较好。”市委作风巡查第九组副组
长马海斌告诉记者，这是巡查组第3次到湟
中区河湟文旅小镇项目现场了。

“河湟文旅小镇于2021年5月19日被
成功纳入青海省第二批省级特色小镇创建
名单。从项目的谋划到项目的落地、建成，
都受到了省、市、区各级领导及巡查组的广
泛关注，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目前
一期项目已经投入使用，广场停车场、充电
桩解决了游客的停车、充电难题，原先光秃
秃的龙山也变得郁郁葱葱，上山的土路变
成了栈道，散落的景点被串联起来，游客可
以观赏美景、拍摄珍稀鸟类。”湟中区文化
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施雨辛说。

随后，巡查组一行又前往大通县中医
院。这里曾有过一次群众“不满意”评价记
录，在问题整改中医院方面高度重视，开通

绿色通道，不断提升诊疗服务，其中医特色
诊疗更是广受患者称赞。“医院方面对问题
跟进得很好，现在积极发扬中医特色诊疗，
为民服务方面工作开展有效。”马海斌说。

“患者来我们医院后，先进行导诊分流，在
及时处置急危重病人外，我们按照一针二灸三
用药的方针对患者进行诊治，治疗配药更有针
对性，站在患者的角度把病看好，让患者得到
最大实惠。”大通县中医院院长阿俊仁说。

大通县中医院不断从改善患者就医流
程、就医环境、就医体验上下功夫，从外地
引进先进特色诊疗技术，所开展的中医适
宜技术达到11大类、200多种，是县级医院
中开展适宜技术最多的医院。

实地巡查努力做好协调服务工作

黄绿交错时节，田间地头，处处都是关
于“丰收”的佳作，在微风的吹拂下，蕴藏着
勃勃生机，令人心旷神怡。

来到大通县长宁镇中咀山村，沿着弯
弯曲曲的山间公路，在一扇厚重的大门背
后，隐约传来了阵阵“哞哞哞”的叫声和机
器轰鸣声，回荡在山间……

在大通县存军牛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的
养殖育肥牛社里，合作社理事长李存军正
在和饲养工马生元查看肉牛的状况。

看着满圈的牛，李存军高兴地说，依托国
家的惠民政策，如今的存军牛羊养殖合作社不
仅得到了蓬勃发展，日益壮大，经济效益愈加
可观，也让李存军带动了更多村民来合作社就
业，过上了好日子……一步步走来，更加坚定
了他靠养牛奔向致富路的信心和决心。

抓住抓住““牛牛””鼻子做大鼻子做大““牛牛””产业产业

走进养殖基地的圈舍内，一头头毛色
光亮、膘肥体壮的肉牛正享受着悠闲时光。

“这些牛是西杂牛，适应性强，耐粗饲，
抗寒、抗病性能及肉用性能好。是不是看
起来体格就很强壮？”李存军略带自豪地向
记者介绍。

养牛养羊是李存军坚持了近20年的事
儿，最初的养牛养羊数量只有几十只，但牛
羊的吃喝拉撒都只靠他一人，“养好牛就是
要多操心。”李存军嘴里经常念叨着。喂饲
料、打扫卫生、观察牛羊防治疫病……只要
和牛有关，他都会亲力而为。

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李存军于 2008
年6月成立了存军牛羊养殖合作社，创办之
初主要开展牛羊贩运育肥、饲草种植业
务。眼前的合作社是 2018 年才建成的新
址，合作社总投资 2000 万元，占地面积 60
亩。流转种植土地500亩，全部用于种植玉
米，年产量3000吨。

李存军告诉记者，合作社依托大通县
资源优势，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
全的发展要求，积极推进规模养殖场建设，
不断推进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
度化、粪污无害化，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和产
业化经营，不断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养
殖水平，提升产品质量安全，增强竞争力，
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

“2022年，合作社出栏育肥牛是500多
头，一头就卖了两万多元，卖了1000多万元
钱。截至今年9月下旬，存栏380头牛，其
中200头还是需要饲养一年的小牛。”李存
军说。

村民过上了村民过上了““牛牛””日子日子

正在拿着铲锹喂养肉牛的饲养工马生
元在牛圈中间忙碌着。老马是附近良教乡
松林村的村民，也是年龄最大的工人，已有
65岁，在合作社工作3年多。

看着马生元一会儿忙着用铁锨整理饲
草，一会儿清扫牛舍里的牛粪，让李存军想
起了老马的不易：马生元家中四口人，家里
条件很差，老伴不仅要打理三亩地和十只
羊，还要负责照顾孙子，没工作的儿子也几
乎不回家，家中收入来源只有靠老马一人。

“我现在吃住都在合作社里，早上一早
就来到牛圈开始喂牛，早上喂一次，下午再
喂一次。工作内容简单也轻松，管吃管住，
一个月还有3000元的收入。”马生元嘴角洋
溢着笑容。

这样简单的工作虽算不上高薪，但对
老马来说已经非常知足。正在操作拌料机
的马国虎今年已有50岁，在李存军手把手
教授下，合作社里的所有机器都能“玩
转”。也正是有了这门技术，马国虎一个月
能有8000元的高薪。

“我家就在西村，每天上下班很方便，
有事也能照顾到家。在城里我可找不到这
样高工资的工作。”马国虎告诉记者。

如今的合作社逐渐形成了“合作社+基
地+农户+市场”的经营模式，在搞好自身

生产的同时，积极带动当地23户脱贫户，以
土地流转费、支付工资等方式，每年为脱贫
户增收近2000元，间接带动周边地区25个
村的饲草种植和养殖户的增收。

让更多外地人吃到绿色让更多外地人吃到绿色““牛牛””

“今年年底，我将着手扩大养殖规模，
延伸产业链，致力于牛肉精深加工，让更多
外地人吃到来自青海的绿色有机牛肉。”说
起对未来的打算，李存军谋划已久。

李存军边走边向记者介绍，“门口的空
地，我将建成一座冷库，在旁边建两条现代
化屠宰生产线，精准分割，最后运往浙江的
嘉兴店和即将开业的杭州店。”

在李存军的介绍中，仿佛看到了以后
的合作社将是存栏达到千头以上的肉牛生
产基地。

如此发展前景不仅促进当地农牧业产
业结构的调整，增加当地肉牛产品市场保
障稳定，增加社会就业和促进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还能更好地服务“三农”，为市场
提供优质、绿色有机牛肉作出贡献。

近年来大通县紧紧围绕现代畜牧业高
质量发展理念，扎实推进优质养殖基地建
设，引导农牧民进行畜牧品种改良，通过发
展特色牛羊养殖，努力建设生态美、产业
优、百姓富的美好家园，助力乡村振兴“加
速跑”。 （记者 张弘靓）

中咀山村村民过上了“牛”日子

海龙海龙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