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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合同中，应当如何支付利息?
第六百七十条 借款的利息不得预

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
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
计算利息。

第六百八十条 禁止高利放贷，借款
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
视为没有利息。

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
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
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
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的，
视为没有利息。

【释义】
为了体现合同公平的原则，防止贷

款人利用优势地位确定不平等的合同内
容，法律明确规定，贷款人在提供借款时
不得预先将利息从本金中扣除。如果贷
款人违反法律规定，在提供借款时将利息
从本金中扣除，那么借款人只需按照实际
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

借款的数额和利息是借款合同的主
要内容，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
的，则视为没有利息。借款合同对支付利
息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达成补充协
议，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
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
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对支
付利息约定不明确的，视为没有利息。此
外，法律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辽源市普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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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

我的家乡——辽源，小城大美，
让人沉醉，无论是它白天的依云而
立，还是夜晚的枕月而栖，都是那般
的美轮美奂，它是文人诗语里的字
字珠玑、它是画家笔下的灵气、它是
摄影师镜头里的寻寻觅觅。

当我品味这座城市的时候，给
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车水马龙、高楼
林立，不是霓虹闪烁、欢歌劲舞，也
不是大街小巷弥漫的时尚气息，而
是不经意间的一幕幕带给我的震撼与感动，是久久在
耳畔回荡的文明之音。

当你走近这座城市，无论是在人流拥挤的路口，
还是幽静恬然的小巷，无论是在热闹繁华的市镇，还
是小桥流水的乡村，都能感受到文明的阳光、感觉到
文明的温度。

荷花绽放于池塘，增添了池塘的生机；鸟儿筑巢
大树，焕发了大树的活力。万物都以不同的风姿勾勒
出美丽辽源的和谐画面，而这和谐的画面中不可缺少
的就是家乡人的身影，或下象棋的，或舞扇子的，或窃
窃私语的，或一家老小共享天伦之乐的，尽显一派和
谐的景象，使小城拥有了别样的风情。

辽源是家乡人的舞台，文明的剪影增添了家乡风
景的内容，大美辽源与可爱的家乡人天衣无缝地融合
在一起，恰到好处地使生命与风景相得益彰，美得和
谐、美得永恒。因文明而和谐，因和谐而美丽。文明
是一幅美丽的画卷、文明是一首动人的乐曲、文明是
家乡人的淳朴与善良。

我的家乡——辽源，它似一株馨香的花朵，使人
陶醉，让人欣喜；它如一首古老的诗歌，使人高尚，让
人品味。它像一轮圆月，与家乡人的文明相伴相依。

感受文明，是从一个个志愿者开始的。清晨，当朝
霞开始拥抱大地的时候，志愿者们就头戴红帽，身穿红
马甲，走进社区、走进乡村，汗，湿了他的衣衫、化了她
的妆容，快乐，幸福，文明，却像林间的雏燕，跳动着步
伐，成群结队……从成人到孩子，从个体到家庭，每个
人都行动起来，为小城护绿，为小城梳妆。

小区是城市的细胞。绿意盎然的小花园、干净的
路面、悦耳的鸟鸣……如今家乡的各个小区都是出门
有景，四季皆绿。志愿者们走进弃管小区，去除“补
丁”，清理垃圾，街道、物业、居民联动，昔日的棚户区
蜕变成了美丽宜居的家园，家乡到处营造着“人人参
与环境整治，人人当家做主”的和谐氛围。居民创城
意识在增强，小区文明创建水平在提升，环境优美、平
安祥和、崇德向善的美丽家园为辽源的文明城市创建
增添了一抹生机。

创城不停歇，文明再出发。我看到小女孩在辽河
边拣拾游人丢弃的垃圾，争当“美湖使者”；我听说黑
暗中开远光灯照陌生人回家的“光明兄弟”；我看见一
个又一个“辽源好人”的事迹传遍小城后，有人感动得
哭了，有人幸福地笑了；我听见来自各行各业的辽源
人为“创城”代言……在十字路口，在公交站台，一个
个交通文明志愿者用自己的奉献规范着一种行为、传
授着一种理念、指引着一种方向。这种行为，就是文
明的行为，这种理念，就是文明的理念，这种方向，就
是文明的方向！

小城之所以文明，是因为有了弃恶扬善的品质；
小城之所以温暖，是因为在不断播撒着助人为乐的种
子和收获着感恩的果实。小城之所有拥有内涵，是因
为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了家乡人的灵魂，一个个文化
精品力作，用艺术的语言歌颂着家乡人的美好生活。

忘了是哪一天，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消息在小
城谱成了悠扬的旋律，在城市的喧嚣中跳动着和谐的
音符。斜拉桥静静地守候在辽河之上，如一位慈祥的
长者，与月亮广场深情相望，述说着小城的历史，又在
车如流水马如龙的间隙里俯首辽河的波光旖旎，聆听
辽源创城的佳音。

雨后之夜，夏虫叮咛、花香四溢，六岁的儿子读着
小区宣传版上的一行大字：“爱家乡、讲文明、做主人
……”，他拽着我的衣角问我什么是文明，我告诉他

“文明像一朵花，遇见文明就遇见了美”。说着我打开
手电照亮前方的路，一位步履蹒跚的长者小心迈过泥
洼，回头朝我们挥手，示意感谢。突然，儿子急匆匆地
跑到前头，用矮小的身体笨拙地靠住小区的楼宇门，
等着这位行动不便的爷爷吃力又快速地挪动着脚步，
走向楼宇门……儿子嘴角翘起一条弧线，看着我时，
明亮的眼睛如星星般闪烁。转身，我的目光落在小区
花坛的一角，那里鲜花簇拥，不知何时起，它们已经次
第开放，开得那样妖娆而又低调。

夜很静，美丽的小城还未沉睡，楼宇鳞次栉比，街
道宽敞洁净，一道月辉牵动着我的目光凭窗望去：绽
放的霓虹灯编织了夜的美，晚归的人们在公交站台有
序的等待，斑马线前，车辆排起长龙等待一个孩童搀
扶老人走过，环卫工人挥动着扫把，马甲闪动着别样
的光芒……这样的画面让我想起卞之琳的诗句：“你
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
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望着眼前这座美丽又和谐的城市，我不想以诗歌
的名义赞美她，不必用敬畏的心捧读她，亦无需用画
笔描绘着文明之花，我只想在每一个清晨、每一个夜
晚，每一个时光流逝美丽沉淀的瞬间，轻轻漫步在这
可爱的城市，用脚步丈量她的辽阔与纵深，遇见每一
个和谐的瞬间，遇见文明，遇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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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市东南部，地处偏远
山区的丰满区旺起镇四方村，几
年前是一个以传统种植业为主，
村民百姓靠天吃饭，缺少自然资
源和稳定增收渠道的省级贫困
村。

这个有 57户贫困户 145名
贫困人口的省级贫困村，自国家
实施精准扶贫以来，通过积极发
展产业，找准致富门路，逐步引
领群众走上脱贫奔小康之路，村
集体经济年纯收入增加到现在
的 10万余元，贫困群众全部实
现脱贫，于 2017年底退出省级
贫困村行列。

7月 3日，在四方村种养基
地内，一排排菌棒上一簇簇的黑
木耳竞相绽放。贫困户王芳正
忙碌地摘着黑木耳。由于婆婆
身体不好，王芳外出打工放心不
下老人，在家守着老人又没有钱
赚，日子过得很艰难。村里发展
黑木耳产业后，王芳在基地打
工，加上她养猪和做小生意的收
入及村里的分红，每年能收入1
万多元，她家在 2017年底就脱
了贫。“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多亏

了党的精准扶贫好政策，我对以
后的生活充满了信心。”王芳一
边忙碌一边对记者说。

“当地村民有过种植木耳
的经历，再加上这里的自然环
境非常适合木耳培育，所以村
里和驻村工作队都相中了木耳
产业，种植周期短、收效快。”四
方村党支部书记侯鑫说，村里
发展产业要因地制宜，要在科
学论证和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
基础上，选择适宜当地发展的
特色产业。

基于这种发展理念，四方
村在包保单位的支持下，又先
后引入了仔猪繁育和花卉种植
等项目，村集体经济因此连年
增收。产业项目红火了，受益
的自然是老百姓。四方村连续
3年为每户贫困家庭分红 1000

元；贫困户和村民到种养基地
务工，平均每人每天可增收 80
元以上。

为了让贫困群众尽快过上
好日子，四方村在培育发展村
集体经济的同时，还扶持有劳
动能力和发展意愿的贫困户发
展畜禽养殖、果树种植和酿酒
等项目。包保单位连续 3年按
照每户不低于 1500元标准，为
村里贫困户家庭发放庭院经济
启动资金和帮扶资金。目前，
累计投入 18万元，使得 37户贫
困户有稳定发展的庭院经济。
按照相关政策，村里对因病、因
残致贫，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人口，采取就医送药、争取政策
性救助的方式，全部落实兜底
保障措施，基本形成了“产业项
目分红+集体项目务工+单户项
目增收+政策兜底”的“链条式”
帮扶模式，真正做到了“贫困户
家庭个个都有招法、贫困人口
人人都有指望”。

“我们村变了。”这是记者在
村里两天采访时，听得最多的一
句话。说起村里的变化，干部和
群众争相讲述。王芳说，以前，
村里全是土路，下雨天必须穿水
靴，庄稼全是靠天吃饭，吃水要
到井里去挑；现在，全村通了水
泥路和入户路，村民吃上了自来
水，用上了太阳能路灯。

“村里的产业项目收益越来
越好，村民增收致富有了保障，
现在村里正着手设计新的产业
项目。”四方村第一书记温雷说，
已经退出贫困村的四方村，如今
发展信心十足。

给钱给物不如找准门路
——吉林市丰满区四方村蹲点采访记

《江城日报》记者 徐俊峰

本报讯（记者 刘鹰 实习
生 苏展）“网恋女友就是美，花
钱再多不后悔，千金散尽求见
面，拉黑！天上不会掉馅儿饼，
掉下馅饼是陷阱，防骗之弦要
绷紧，清醒……”8月12日，在东
丰县那丹伯镇新华村，四名演
员正在为村民们表演防诈骗

“三句半”节目，精彩的表演赢
得台下群众的阵阵掌声。

为切实提升全县人民对电
信网络诈骗的识别和防范能
力，避免和减少人民群众财产
损失，东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工
作，不断探索创新工作方法，举
办了由县委宣传部、县公安局
主办、县艺术团承办的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巡回演出活动。演
员以防范电信诈骗为主题，创
作了大量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小
品、二人转、朗诵、快板书、三句
半等曲艺节目，通过送演出下
乡的形式向全县14个乡（镇）的
群众进行宣传。

演出现场，一个个兼具娱
乐性和教育性的精彩节目赢得
了观看群众的阵阵掌声。同
时，公安民警和工作人员通过
挂条幅、立展板、发传单的形式
现场普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
识，提高群众防骗意识和防骗
能力。截至目前，共为 10个乡
（镇）的群众演出 20场，直接观

看演出群众达1.4万余人次。
为确保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宣传工作取得实效，今年以来，
东丰县结合疫情期间电信网络
诈骗的发案形势和发案特点，高
位推动、多措并举，成立由县委、
县政府领导任组长，各乡（镇）和
职能部门任成员单位的防范电
信网络诈骗宣传工作领导小组，

印发了《2020年全县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宣传工作方案》，牢牢
占领了社会宣传、媒体宣传、网
络宣传三个主阵地，聚全县之力
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工
作。在开展传统宣传工作的同
时，东丰县不断开拓工作思路，
创新工作方法，独创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宣传进社区、进单位、进

学校、进行业、进农村、进场所、
进通讯、进网络、进团体“九进”
主题活动。此次系列文艺演出
就是“九进”活动的重要举措之
一，力求根据不同领域的不同特
征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
对重点领域、高危领域、高危群
体开展重点攻坚，真正实现县域
全面覆盖、整体发力。

演出进村 防范入户

东丰县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文艺演出有声有色

民警向群众宣传普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知识。 本报记者 刘鹰 摄

本报讯 按照省联社工作部署，近日，东辽联
社召开全员劳动技能竞赛活动动员会，班子成员
及部室、网点负责人参会。

会议对竞赛方案进行了解读，领导作了动员讲
话，对竞赛活动提出“快、实、活、精”四要求：要发动

“快”。实行督导联动机制，全辖迅速分解竞赛指
标，发动并形成全员营销合力，巩固拓展市场阵地，
按下竞争优质资源及市场的“快进键”。要管理

“实”。方案与实际要贴“实”；目标任务分解要落
“实”；活动与绩效考核、等级管理、业绩考评的有机
结合要扎“实”；管理、检查、督导的履责要务“实”；
下基层、访客户、做调查、促营销、解问题要踏“实”。
要方法“活”。坚持合规发展理念，调动发挥团队集
体智慧与力量，整合优化促进发展一切有利资源，
探索实施攻坚克难一切有效办法，不折不扣地完成
既定工作任务。要创建“精”。推行精准营销和精
细化考核，深化产品黏度、厅堂接待、上门服务、特
色活动四位一体服务网络化建设；创新推广好做
法、好经验，形成典型带动正向效应。 （葛励军）

东辽联社“四法”开展
劳动技能竞赛活动

辽源广播电视台 周景宇

第一条 为了加强河道垃圾治
理，维护河道环境卫生，保持水体清
洁，优化生态环境，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河道
垃圾治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河道垃
圾，是指河道管理范围和河道管理
相邻区内存在的生产、生活和其他
活动中产生的各类固体废弃物。

河道管理范围是指依照法律、
法规规定纳入河道管理的区域，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划定。

河道管理相邻区是指河道管理
范围以外相邻的一定区域，由县级
人民政府结合实际管理需要划定。

第四条 河道垃圾治理应当坚
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部门联动、
城乡统筹、社会参与、综合防治的原
则，建立河道垃圾治理长效机制。

第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对河道垃圾治理工作的领
导，为河道垃圾治理工作提供必要
的保障。

河道垃圾治理应当纳入河长制
工作职责，作为监督考核内容。

第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河道
管理范围内垃圾治理的主管机关，
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垃圾治理实施监
督管理。

市、县（区）人民政府所属相关
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以及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
密切配合河道管理范围内垃圾治理
主管机关，共同做好河道垃圾治理
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组织对河道管理相邻区内垃圾实施
治理。

第七条 提倡和鼓励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参与河道垃圾治理，
开展志愿服务。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

部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新闻媒
体应当加强河道管理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的宣传普及，提高公民的河
道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第九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
禁止下列行为：

（一）抛撒、堆放、倾倒、掩埋生
活垃圾；

（二）弃置、堆放、倾倒矿渣、石
渣、煤灰、泥土、砖石、瓦砾等工业和
建筑垃圾；

（三）弃置、堆放农用塑料薄膜、
农药包装废弃物，以及柴草、农作物
秸秆等农业生产垃圾；

（四）堆放、掩埋畜禽粪便或者
弃置、掩埋动物尸体垃圾；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情
形。

第十条 河道管理相邻区内施
工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污染河
道环境。施工单位应当及时清运施
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和遗留
物，并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利用或者

处置。施工单位不得弃置或者擅自
倾倒、抛撒、堆放施工过程中产生的
建筑垃圾和遗留物。

第十一条 河道管理相邻区内
工业生产、加工制作产生的废弃物应
当安全分类存放，回收利用或者采取
无害化处理措施，不得乱堆乱放。

第十二条 河道管理相邻区内
农业生产垃圾应当及时收集，妥善
处理，不得随意丢弃。

农作物秸秆应当按照乡（镇）人
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要求，收集
堆放在指定的地点，并采取有效措
施，防止其进入河道管理范围。

第十三条 河道管理相邻区内
不得弃置、掩埋动物尸体；畜禽粪便
应当按照要求清理和收集，不得随
意抛撒。

第十四条 河道管理相邻区内
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环境卫生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生活垃圾投
放、清理等义务。

第十五条 县（区）人民政府应

当根据需要，按照相关规定在河道
管理相邻区内建设或者改造厕所、
设置生活垃圾箱（点）等卫生设施。

第十六条 县（区）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覆盖城乡的河道垃圾日常保
洁制度，根据需要配备相应数量的
保洁人员，或者依法委托专业保洁
单位收集、清理和处置河道垃圾。

河道垃圾的收集、清理、贮存、
运输、处置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

第十七条 市、县（区）人民政
府应当加强对河道垃圾治理资金和
设施的投入，通过提升科技手段及
时发现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垃圾
进入河道管理范围。

第十八条 市、县（区）人民政
府应当加强对河道垃圾治理工作的
监督，将河道垃圾治理工作纳入本
级人民政府督促检查工作范围，定
期开展督促检查，建立和实施河道
垃圾限期治理报告、调查复核、情况
通报等工作制度。

河道垃圾治理主管机关应当建
立信息共享和执法协作机制，公开
河道垃圾治理违法行为投诉举报的
方式和途径，对投诉举报事项进行
调查处理，并及时通报情况。

第十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对河道管理相
邻区的管理，及时制止或者纠正违
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对制止或者
纠正无效的，负责向相关部门报告。

第二十条 乡级河长应当督促
和协调责任河段管理责任的落实，
开展问题排查和日常巡查，及时处
理或者制止违法行为；需要上级处
理、查处的违法行为，按照规定履行
报告职责。对村级河长工作进行监
督指导。

村级河长督促落实责任河道日
常保洁工作和堤岸巡护、滩涂监管
工作。按规定对责任河道进行日常
巡查，制止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和其他违法行为；制止无效的，按照
规定履行报告职责。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
条规定的，由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
定，在河道管理相邻区倾倒、抛撒、
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的，由市、县
级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五万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河道管理
相邻区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
圾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环境卫生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
定，造成水污染或者环境污染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 2020
年10月1日起施行。

辽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辽源市河道垃圾治理条例》已经 2020年 6月 23日辽源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并经2020年7月30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20年10月1日起施行。

辽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8月10日

辽源市河道垃圾治理条例
（2020年6月23日辽源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2020年7月30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