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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区12家“黑职介”被取缔
有关部门提醒，通过中介找工作，要看其是否有“职业中介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

本报菏泽4月9日讯 (记者
李凤仪 通讯员 梁涛) 随着
应届大学生开始找工作、求职高
峰期到来，从2月26日开始，牡丹
区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清理整
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现已依法取缔“黑职介”12家，对8

家存在违法行为的职业中介机
构下达了责令改正指令书，对2

家发布虚假招工信息和1家非法
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的用人单位

依法予以处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去年

牡丹区也曾取缔多家“黑职介”
“部分被取缔的‘黑职介’，会换
套手续、换个名字重新开张，进
而骗取求职者的钱财。”牡丹区
人社局相关负责人提醒，正规
的中介公司会有“职业中介许
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而“黑
职介”往往不具备这些证件。

此次行动检查职业中介机

构34家，检查用人单位46家，以
城市工商企业密集区、流动人
口聚居地、职业介绍机构聚集
地和自发形成的人力资源交易
场所为重点，对有以职业中介
为名坑骗求职者钱财、发布虚
假广告及其他虚假就业信息、
以职业中介为名牟取不正当利
益或者进行其他违法活动行为
的，依法责令限期整改并予以
经济处罚。

坑骗钱财、高薪诱惑、企业
和职介串通是“黑职介”惯用的
三种欺诈伎俩。

“黑职介”在为求职者提供
持续一段时间的职业介绍服务
前，要求职者先交纳报名费等，
但没找到工作也从来不退费。

此外，也有一些“黑职介”

公布虚假招聘信息，承诺高额
月薪，求职者要获得这条信息，
就得先交纳一定的服务费。

交纳费用后，求职者会领到
由职业介绍所出具的介绍信到
公司应聘，并被公司告知第二天
就可上岗。但过不了几天，求职
者就会被公司辞退。

“黑职介”的惯用伎俩相
关
链
接

格

菏泽鼓励建材企业“大鱼吃小鱼”
城镇化发展带动建材行业迎发展黄金期，“草创阶段”的菏泽建材行业面临重新洗牌
本报记者 姚楠

随着菏泽城镇
化率的不断提高，今
后五年，菏泽市城镇
住房刚性需求还存
在1亿平方米以上的
缺口，建材行业将迎
来黄金发展期；但另
一方面，房地产市场
不景气直接影响到
建材企业行情，菏泽
建材行业又处于规
模小、竞争激烈的初
级时期，建材行业机
遇与挑战并存。

9日，在菏泽市建材工作会议
上，菏泽市城乡建设局局长王乃
光介绍，2011年，门窗行业总产值
达10亿元左右，散装水泥推广创
经济效益4亿多元，商品混凝土供
应达467万立方米，建材行业发展
迅速。

但和省内先进地市相比，菏
泽市建材行业无论数量还是规
模都处于“草创阶段”，相互压价
式的恶性竞争、无序扩张和缺乏
领军企业等成为建材行业中的
突出问题。此外，开发商拖欠工
程款，建材企业陷入“谁便宜、谁

垫资谁有优势”的怪圈，而不是
靠优质质量取胜，整个行业亟待
整合提升。

王乃光说，今后5年内，菏泽
市城镇化率每年要提高2个百分
点，意味着数百万人需要向城镇
转移，群众对城镇住房的刚性需
求还存在1亿平方米以上的缺口，
再加上26万多户农村危房改造任
务，所以菏泽市建材行业发展前
景极为广阔。“城镇发展的高速期
必然带来建材行业的黄金期。”山
东省建设机械行业协会理事长张
俊乾说。

行业发展遇黄金期，但企业多处“草创阶段”

为 促 进 建 材 行 业 健 康 发
展，菏泽市将出台财政支持、为
企业安装GPS监控系统、在产
品上加上标识等多项政策促进
行业管理，直指产品质量监管
与品牌建设，并鼓励大型企业
兼并小企业。

为推广节能降耗效果明显的
散装水泥，菏泽决定每年从企业
征收的散装水泥专项资金中拿出
大部分，补贴水泥企业用于转型
升级，并要求全市县城以上建筑
工程和市政设施建设，全面禁止
现场搅拌。此外，三级资质门窗企

业将不再允许建设高层建筑。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决定在

具备资质的企业中推行产品贴注
标识的制度。还将在全市预拌混
凝土生产企业试验室和运输车辆
统一安装GPS系统，监控产品质
量。

对全市预拌混凝土行业存在
严重恶性竞争、缺乏领军企业等
问题，王乃光说，鼓励大型水泥企
业收购小型商品混凝土搅拌站。

“得赶紧升级，不然以后工程
都不好接了。”经营一家门窗企业
的冉青云有了危机感。

鼓励“大鱼吃小鱼”，剑指质量与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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