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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公众监
督，确保食品入口进
一步安全，鞍山市在
持续开展“明厨亮
灶”的基础上，目前

在全省率先提出在餐饮行业积极
推广“明消餐具”行动，让餐具消毒
流程从秘不示人的幕后亮相在食
客面前。

毫无疑问，“明消餐具”是相关
部门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
的创新举措。如果进展顺利，措施
得当，既能使餐饮单位获得消费者
的信任，又能够实现消费者实时监
管，对提升整个行业的信任度，守
护食品安全都将产生良好的效果。

关键是，如何保证“明消餐具”
从一实施就推动有力，不至于其流于
形式，沦为摆设。这就需要在创新举
措推出伊始，及时创新监管办法。

公众对“明消餐具”充满期待，
是因为餐饮单位的幕后行为终于能
够展示在食客面前。对善于行业自
律的餐饮单位而言，自信真金不怕
火炼，完全可以坦然面对。但是对
于习惯了在隐秘环节藏猫腻的餐饮
单位来说，则意味着要杜绝“小动
作”，还要改善设备，投入成本，显然
是与自己过不去。那么，在畏难情

绪、抵触反应之下，极可能在“明消
餐具”的细微环节藏奸耍滑，只搞

“表面光”。后者既是监管的重点难
点，也是监管需要创新的着力点。

监管创新，就是要打破常规，
另辟蹊径，找出一条让心存“拿‘明
消餐具’当幌子、钻空子”念头的餐
饮单位望而却步的好路子。笔者
认为，一是急需相关部门配套制
定强制性规定，推行奖优罚劣措
施，建立监督检查考核机制，让“明
消餐具”成为餐饮业的标配，坚决
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发
生；二是要加大“舌尖安全人人有
责”的宣传引导力度，呼唤并建立
行之有效的社会化监督机制，倒逼
餐饮单位成为“明消餐具”的积极践
行者。这方面，上海在全市推行的

“吹哨人”制度、鼓励知情者据实举
报的做法就值得借鉴；三是要倡导
餐饮单位不断加强自律，将“明消
餐具”真正视为、切实作为必须履
行的社会责任。

概而言之，监管“明消餐具”决
不能仅仅依赖相关部门单兵作
战。只有多维考量，多条腿走路，
才能确保行政给力，监督有力，企
业自律。如此，“明消餐具”才能真
正成为舌尖上安全的坚实守护者。

推广“明消餐具”
需自律与他律并行
丛焕宇

本报讯 记者狄文君报道 6
月4日，记者在铁岭市西丰县凯帝
商厦的食品快速检测室看到，两名
工作人员正操作机器对蔬菜等食
品进行检测。“建成快检室后，商家
可自行对商厦内售卖的食品进行
抽检和检测，既可控制不合格商品
流入市场，又能确保食品安全，保
证了市民的身体健康。”西丰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莫龙辉向记

者介绍。
今年以来，西丰县积极开展食

品安全示范县创建工作，着力打造
快速检测系统，目前，已投入187万
元完成了全县快检系统建设。“这些
快检室具备了对农兽药残留、食品
添加剂、重金属、非法添加物、持久
性污染物等项目的分析测试能力。
过去主要靠眼睛看、鼻子闻的落后
方式一去不复返了。”莫龙辉说。

西丰食品快速检测系统投入使用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近日，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定下发了

《2019年全省职称工作安排意见》，继续
支持开展自主评审，特别是支持大型民
营企业开展自主评审。调整部分职称
系列的职称评审工作，省人社厅不再统
一组织全省经济、会计、审计、统计系列
正高级及经济系列副高级考试。

今年我省职称工作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继续支持开展自主评
审，申请自主评审的渠道、方式不变，
申请时间截止到 7月 31日，特别是要
支持大型民营企业开展自主评审，鼓

励支持各市、省直部门开展民营企业
职称评审“直通车”、探索“定向”评审
等服务；下放职称评审核准备案权，赋
予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直评
审部门（单位）、自主评审单位评审结
果核准备案权力，省人社厅不再进行
评审结果核准备案；调整部分职称系
列职称评审工作，省人社厅不再统一
组织全省经济、会计、审计、统计系列
正高级及经济系列副高级考试，具体
评审工作按照评审管理权限和有关政
策规定由各市和省直有关评审部门自
行组织；辽宁省技工学校教师系列高

级评委会暂调整到沈阳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负责全省技工学校教师
正高级、副高级职称评审工作。

申报人员要如实填写《辽宁省专
业技术资格评定表》（此表可在省人社
厅官方网站“下载”栏目下载）、提交相
关材料，其中无须提交学历、学位证书
原件和复印件。申请人有弄虚作假行
为并核实的，取消申请人当年和以后
两年的申报资格。要严格标准、严控
通过率，高级职称评审通过率原则上
不超过50%。2019年1月起启用2018
年版辽宁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旧版

证书一律停止发放使用。
意见提出，要认真做好事业单位

专业技术岗位设置和专业技术岗位聘
用工作，各市、省直部门（单位），要积
极跟进全省事业单位改革的进度，及
时做好高校及优化整合后新组建的事
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设置和聘任工
作。承担国家、省重点科研工程项目、
重大课题研究的高校等事业单位可申
请开设特设岗位，特设岗位设置应坚
持专家引领、依托项目、实名管理、动
态调整原则，聘用标准应不低于本单
位其他同层次人员。

省人社厅制定下发全省职称工作安排意见

支持大型民营企业开展职称自主评审

本报讯 记者赵铭报道 高
考、中考日益临近，6月4日，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发布中、高考期间食品安
全消费提示，以预防各类食品安全事
故发生，保障广大考生饮食安全。

考试期间正值气温升高、微生
物容易滋生繁殖和食物中毒易发高
发时期，因此在购买、加工和储存等
环节都应注意食品安全。在选择食
材时，要注意荤素搭配、平衡膳食，
多食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的新鲜
蔬菜、水果等清淡健康食品。不暴
饮暴食，少食油腻和生、冷食品，慎
食凉菜、生食海产品等高风险食
品。适当增加饮水量，宜少量多次，
选择白开水补水。建议不要改变考

生平时的饮食习惯和规律，切勿尝
试新奇的食材或者不常吃的食物，
避免造成胃肠紊乱等。

家庭用餐时，要注意采购的食
品原料新鲜，烹饪过程要烧熟煮
透，食材的处理和储存要做到生熟
分开。尽量不吃剩菜剩饭，熟食应
彻底加热后食用。

建议考生尽量选择在家或学
校食堂用餐，外出就餐要选择有食
品经营许可证或小餐饮经营许可
证的场所，并索要正规发票或收
据，谨慎选择网络订餐等外卖食
品。饮食后，如出现发热、呕吐、腹
泻等症状，应尽快就医，保留证据，
及时拨打投诉举报电话12315。

我省发布中、高考期间食品安全消费提示
勿尝新奇食材避免胃肠紊乱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无组
织排放大气污染物或者通过烟气旁路
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建
筑施工或者贮存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
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七种违法
行为可实施按日连续处罚，这是新修
订的《大连市环境保护条例》规定的内
容于即日起正式施行。

新条例加大了处罚力度、提高处
罚额度，细化了按日连续处罚的违法
行为种类，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违法

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
新条例指出，未取得排污许可证

或者违反排污许可规定排放污染物
的，将处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罚
款。同时，利用渗井、渗坑、雨水管网，
私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
以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
监管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处10万元
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近年来，环境噪声污染投诉增多，
新条例就此做出细化规定。排放环境

噪声的单位和个人，应采取有效措施，
使其排放的环境噪声符合规定的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每日22时至次日6时，禁止在噪声
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从事产生环境
噪声污染的娱乐、游戏等经营活动；违
反规定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每日12时至14时、20时至次日8
时，禁止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装
修活动；违反规定由公安机关责令改

正，予以警告；警告后拒不改正的，处
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此外，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存在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
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
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
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等7种行为之一，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
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
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大连市环境保护条例》施行

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最高罚100万元

视点 SHIDIAN

为加快农村人居生活环境整治，促
进乡村振兴发展，近日，丹东市振安区
太平湾街道办事处望江村邀请鲁迅美
术学院15名师生来到村里，以公益服务
的形式参与村容村貌规划设计，用壁画
的形式将地方特色产业、风土人情、旅
游资源展现出来。经过十多天的创作，
地域风光、当地特色农产品等跃然墙
上，师生们把一个个富有想象力的作品
留给了村民。

本报特约记者 宋永昆 摄

村里有了壁画街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农户房
前屋后积存的脏乱垃圾堆不见了，村
道沿线的垃圾收集箱摆上了。进入6
月，沈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
洁行动顺利进入建章立制环节，各县

（市）区正探索建立生活垃圾“户集、村
收、镇街转运、县（市）区处理”的长效
机制，今年实现 85%以上行政村的生
活垃圾有效治理。

今年 3 月，沈阳市针对当前影响
农村环境卫生的突出问题，集中力量
开展了以清理村庄内生活垃圾为重点
的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清理村庄

农户房前屋后和村巷道柴草杂物、积
存垃圾、塑料袋等白色垃圾、河岸垃
圾、沿村公路和村道沿线散落垃圾等，
解决生活垃圾乱堆乱放污染问题。清
理河塘沟渠、排水沟里的漂浮物，有条
件的地方实施清淤疏浚，采取综合措
施恢复水生态，逐步消除农村黑臭水
体。清理随意丢弃的病死畜禽尸体、
农业投入品包装物、废旧农膜等农业
生产废弃物，积极推进资源化利用。

经过 3 个月时间的推进，村庄环
境脏乱差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尤其
是生活垃圾乱丢乱扔、无人管理的问

题得到了根本改善。在规范垃圾投放
上，各村根据自身实际分别设置了垃
圾堆放点、垃圾池、垃圾桶（箱），安排
专人管理和监督。在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上，各县（市）区按照户集、村收、镇
街转运、县（市）区处理等模式，建设垃
圾中转站、密闭式垃圾房、堆肥发酵
池、配齐垃圾收集箱（桶）等设施，配备
专用清运车辆。沈阳市根据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制定的目
标，今年 85%以上行政村的生活垃圾
将实现有效治理。

为了从源头上解决村庄环境脏乱

差问题，引导村民自觉形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沈阳市还制定了“六有六无”
的工作目标，即有村规民约，有公共环
境保洁机制，有“门前三包”制度，有清
洁指挥长，有垃圾收运和污水处理设
施管护体系，有工作台账；无垃圾乱堆
乱放、无污水乱泼乱倒乱排、无暴露养
殖粪污、无农业生产废弃物、无乱搭乱
建、无残墙断壁。沈阳市提出，要力争
通过激发农民群众积极性，通过村级
组织和农民群众自觉行动，解决村庄
脏乱差问题，实现村庄环境干净、整
洁、有序的目标。

户集、村收、镇街转运、县（市）区处理

沈阳从源头上解决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市
民 只 要 扫 描 并 关 注“ 路 见 pin-
street”微信公众号，点击“我有话
说”或者“我要评价”，就可以为城
市人居发展作出评价。6 月 4 日，
记者从沈阳市城乡建设局了解
到，作为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开展的城市体检试点城市，沈阳
将以开展城市体检试点为契机，
依据基础数据采集、特色指标设
定、评估系统建设，作出体检“治
病”的系统性计划安排，对症下
药，建设安全、宜居、绿色、有活力
的城市，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据了解，国家住建部确定城市
体检主要对生态宜居、城市特色、
交通便捷、生活舒适、多元包容、安

全韧性、城市活力、城市人居环境
满意度等八个方面共36项指标进
行客观分析评价。

据悉，沈阳市将全面开展指标
数据调查填报，实施全市中心城区
自体检数据普查，按时上报。编制
年度自体检报告，通过对自体检指
标数据进行全面、客观地分析评
价，找出城市发展中的弱项、短板，
厘清阻碍城市发展的“症结”所在，
提出相应“城市病”治病的对策建
议。建立城市体检评估信息系统，
以“多规合一”平台为基础信息平
台，把规划管控数据、城市体检数
据、体检结果运用数据与“多规合
一”结合起来，对城市体检指标进
行全面监测。

沈阳请市民给城市做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