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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事类咨询中，涉及婚姻家庭纠纷类
941件，占民事类咨询总数的50.5%，居热线咨
询首位；涉及民间借贷纠纷类214件，占比
11.5%；涉及农民工维权纠纷类187件，占比
10%，涉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类140余
件，占比超7.5%。

据了解，婚姻家庭纠纷类咨询主要集中
在离婚的程序、夫妻共同财产认定与分配、子
女抚养权与探视权、无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
债务分担、家庭暴力等方面。

民间借贷纠纷主要是由于借款手续不完
备、债务人逃避债务或恶意处分财产、网络借
贷双方对于利息数额、利率计算、还款方式、
还款时间等的争议造成。

农民工维权问题主要集中在劳动报酬纠
纷和工伤损害赔偿纠纷方面。

交通事故类纠纷多见于责任主体认定分
歧、事故方消极对待赔偿责任、执行难等问
题。

另外，随着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出现，一
大批新的矛盾纠纷出现，来电咨询的问题也
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土地流转、代孕、整容、
物业、网络培训、网上购物、月子中心等与群
众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领域引发的矛盾纠纷
成为群众新的一个关注点。

（本报记者 刘苏颉）

现场：
鱼儿游进州河

昨日早上7点40分，装着小鱼儿的货车，稳
稳地停在了美丽的达州港码头。紧接着，市水
产局工作人员在码头的石阶上铺上了厚厚的塑
料薄膜。8点整，放流活动正式开始。这时，在
塔沱滨河湿地公园跑步的、跳舞的、打太极的市
民全都围了过来，自发提着石阶上的薄膜，好让
货车上的鱼儿，顺利游进州河，画面自然而和
谐。

“大家都看到了，现在州河的环境和水质比
以前好了很多，而鱼类主要是以浮游植物为生，
对水质的提高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市水产局工
作人员吴先生告诉记者，此次放流除了达州港
码头，还有一个地点是达川区金垭码头，共放流
230余万尾鱼，主要有鲤鱼、鲫鱼、鲢鱼、鳙鱼、黄
颡鱼和部分名贵特鱼种。

吴先生表示，此次放流对有效恢复州河鱼
类种群数量，改善和优化水域的群落结构具有

重要意义。

猜测：
鲤鱼翘嘴最多

看着一袋袋小鱼儿顺利游进河
里，岸边上不少市民开始议论，州河
里什么鱼是最多的。“我估计是鲫鱼
最多，因为每次放流，都有鲫鱼，所
以鲫鱼的数量应该排在第一位。”市
民杨先生表示，他虽然不懂鱼，但他
经过达城通川桥，每次都看到钓鱼
者的篓篓里装有鲫鱼，所以猜测。

“我觉得应该是身材修长、嘴巴
上翘的那种翘嘴鱼最多，你有空早
上去州河边看看，卖鱼的基本都是
卖的这种鱼。”市民李先生还未等杨
先生把话说完，便接了过来，笑着
说，前段时间，他买过一条2斤多的
翘嘴鱼，拿来红烧的，肉质细嫩、入
口即化，那味道，简直“不摆了”。

在现场，记者仔细听了大家的
议论，发现大部分人都认为州河里
面鲫鱼、翘嘴、鲢鱼最多。当然，还
有人幽默地表示，黄颡鱼也不少，只
是这种鱼十分低调，不爱现身。

真相：
花鲢白鲢居首

在达城，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十分热爱钓
鱼，不管是酷夏，还是呵气成霜的冬夜，你都可
以在罗江附近、韩家坝、通川桥和达州港旁边见
到他们的身影。“鱼儿最喜欢在深水和缓水交汇
的地方活动，所以选择钓鱼的地点是门技术
活。”路亚爱好者别先生告诉记者，他朋友曾
经在州河里钓到了1.3米长重20斤的翘嘴鱼，
被称为路亚界的“神话”。别先生表示，根据
他多年的钓鱼经验，发现州河里翘嘴和鲫鱼较
多。

猜了这么久，那州河到底哪种鱼最多？别
慌，我们来听听市水产局的权威回答。“根据我
们掌握的信息来看，州河里面花鲢、白鲢、鲫鱼
和鲤鱼是最多的。市民喜欢的翘嘴鱼相对要少
一些。”吴先生说，渔业资源增殖工程三分靠放，
七分靠养，重在保护。所以，他们不仅实行了禁
渔期，还在州河相关河段设置了36公里常年禁
渔区，目的在于保护渔业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

（黄显刚 本报记者 汤艳燕）

前几天，达城北外徐家坝路标牌“末”“未”不
分，引来不少市民吐槽。工作人员在看到报道后，
及时更改，挽回了形象。但在昨天，市民发现，南
城中青家居站和七河路站公交站牌又出错了，这
次不是错别字，而是拼音拼错了。对此，不少人调
侃：做站牌的同学，你妈喊你回去上学了！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七河路，发现该路段有两个公
交站牌，一个名为“七河路站”，另一个叫“七河路
站”。晃眼一看，两个站牌都没有问题，但是仔细一
看，“七河路站”四个大字下面的拼音写成了“QI
HE XI ZHAN”。

“我估计做站牌时，工作人员想表达的是‘七河路东
站’和‘七河西站’，一不留神才把拼音拼错的。”市民张先
生看见站牌上拼错的拼音说，工作人员也太马虎了，做完
站牌如果检查一遍，估计就能避免这种低级错误。

继续往前走，记者来到了“中青家居站”。只见站牌
上“家”的拼音拼成了“JIE”。“如果七河路的站牌拼音是
因为马虎造成的，那‘中青家居站’的拼音错误，就是
水平和能力问题了。”在中青家居附近上班的杨先生调
侃说。

在站台等车的市民表示，希望相关部门及时将站牌
上的错误改过来的同时，应再仔细检查一下，达城的其他
公交站牌上是否有类似的错误，以免再闹笑话。

（本报记者 迟剑）

记者从市法律援助中心获悉，2017
年1—9月，我市“12348”法律服务热线
平台受理各类来电咨询共计2401件。
其中民事类咨询1864件，占咨询总数的
77.6%。

昨日，市水产局
在达州港码头和达
川区金垭码头两个
地点共放流了 230
余万尾鱼。那么，我
们的母亲河州河里
什么鱼最多？哪些
鱼最好吃？市民们
众说纷纭，让我们一
起来看看权威答案！

南城公交站牌拼音错啦！
快去改过来

我市法律服务热线前三季度
社情民意报告出炉

昨日 230余万尾鱼儿游向州河
市民猜测州河哪种鱼最多

本报讯 11月24日至26日，首届天府金
融博览会在四川中国西部博览城召开，达州
农商银行作为达州市金融机构代表积极参
展，农商行金融产品受到参观者们青睐。

三天金融博览会期间，前来达州农商银
行展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家在农商银行
展台前驻足观看、拍照、细心咨询。参展队员
们热情为前来咨询的每位参观者一一详细解
答，现场演示开卡、手机银行等操作细节，获
得观展者肯定和点赞。其中，一款叫做“蜀
信�税农贷”的产品引起大家强烈兴趣，据悉，
今年9月，达州农商银行充分挖掘纳税户信誉
潜力，联合税务局创新推出“蜀信�税农贷”产
品，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一经推出便引起了
客户广泛关注。

截至目前，达州农商银行存款余额280亿
元，贷款余额177亿元，存贷款规模稳居达州
首位。达州农商银行按照打造零售银行的目
标，深化改革，坚持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
达州地方经济发展。同时，达州农商银行作
为川东金融主力军，努力践行社会责任，始终
站在金融精准扶贫第一线，只要有发展意愿
的贫困户有贷款需求，都全力支持。截至目
前，已累计发放扶贫小额贷款近3亿元，产业
扶贫贷款3亿多元，并创新开展扶贫活动，下
派农信员驻村工作，切实帮助老百姓发展生
产，早日实现脱贫致富。

（漆慧霞 谢建荣）

达州农商行产品
金博会亮相受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