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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坤 济南报道

近日，有网友在济南小清河
钓到大量罗非鱼。这种原产于非
洲的外来热带鱼为何会出现在
济南水域？对小清河的生态会产
生怎样的影响？记者展开了调
查。

钓鱼爱好者王先生表示，自
己常在小清河西段钓鱼。前几
年，罗非鱼需要半个月左右才能
钓到一次，今年几乎每次去都能
碰到两三条，数量比之前多了不
少。

历城区钓鱼协会常务副会长
徐彬从2019年起在小清河沿岸钓
鱼。据他介绍，今年小清河内罗非
鱼的数量相较于去年明显多了不
少。“最多时我一个半小时钓上80
多尾罗非鱼，小的普遍在3-5厘米
长，大的有7厘米左右。”自从罗非
鱼大量出现后，前些年数量明显
上涨的鳑鲏，这两年却少了，“我
怀疑被罗非鱼吃了。”徐彬说。

据悉，罗非鱼具有较强的适
应能力，能在淡水、咸淡水甚至
部分海水中生存。罗非鱼属于杂
食性鱼类，繁殖能力很强，在水
温适宜的条件下，繁殖周期短，
一年可多次繁殖。在适宜的环境
和充足的食物条件下，罗非鱼生
长迅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达
到上市规格。

小清河济南段的罗非鱼是
从哪儿来的？是否人为放生？能
否在济南过冬？记者联系到有关
部门咨询相关情况。

济南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罗非鱼属于热带

鱼，在济南没法过冬，到了十月
份水温低于7℃时，罗非鱼的种
群就会死亡。“济南出现这么多
罗非鱼，应该与不正规放生有
关。由于其在冬天无法生存，形
不成种群，所以对其他鱼类危害
不是很大。”目前，济南市农业农
村局正在与小清河河道管理处
一起规范放生行为，加强巡查力
度。

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讲
师贺同利表示，罗非鱼不耐寒，
水温高时可以在小清河生存，冬
天就会因为低温死亡。贺同利分
析，小清河里的罗非鱼是人为放
生，这种做法很不科学。“罗非鱼
对小清河的生态环境不会有长
期重大影响，但会造成短期的扰
动，不利于生态环境的稳定。”

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王建
华律师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生物安全法》第八十一条规
定，未经批准，擅自释放或者丢
弃外来物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责
令限期捕回、找回释放或者丢弃
的外来物种，处一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2021年3月1日起
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新
增了“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
入侵物种罪”。违反国家规定，非
法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
物种，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

王建华表示，市民在放生
时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对
于一些可能是非法入侵物种
的，在放生时要谨慎。

大量罗非鱼现身小清河，哪来的？
属于外来物种，应是人为放生

记者 赵清华
通讯员 王磊 济南报道

为充分发挥职业技能培训
促进劳动者及时就业、稳定就
业作用，近日，济南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面向登记失业
人员、农村脱贫劳动力、离校
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陆
续组织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
训。首批重点面向登记失业人
员，推出电工、焊工、消防设
施操作员、养老护理员、育婴
员、家政服务员、保健调理师7

个热门培训工种。
前期，济南市各级人社部

门通过上门走访、访企拓岗、
发放调查问卷、电话征询等方
式，充分征集了驻济企业用工
需求和重点群体培训需求，精
心筛选出企业用工与重点群体
需求耦合度较高的部分培训工
种，作为免费技能培训项目，
进一步提升培训针对性、实效
性。

有培训意愿和就业需求的
登记失业人员，可电话咨询各
区县(功能区)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或市人社部门遴选的承训机
构进行报名，也可到所在街
道、社区进行报名，济南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于近期
向登记失业人员发送提醒短
信。培训合格后，人社部门将
一对一推荐岗位，帮助尽快就
业。

欢迎大家积极报名参加！
也欢迎广大企业和劳动者反馈
意见建议！下一步，济南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不断充
实完善技能培训项目清单，分
批次组织重点群体开展免费技

能培训，通过群发短信、微信
公众号、社区工作群等多种方
式，定向推送培训政策、培训
课程等信息，让劳动者掌握一
技之长，实现稳定就业。

据了解，为帮助劳动者提
升就业创业技能，2024年济南
市调整优化补贴性技能培训的
机构目录、职业工种目录、补
贴标准、技术标准。建成公益
性技能培训线上平台，首批推
出智能制造、区块链、家政养
老等50余个热门培训课程，在
线学习达6000余人。组织6期

“创业泉城训练营”，培训中小企
业创业者260余人。1-8月，济
南市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4 . 33
万人次。

@济南市失业人员，这些免费技能培训项目不要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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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民民钓钓到到的的罗罗非非鱼鱼。。 受受访访者者供供图图

文/片 李从伟 济宁报道

有了固定摊位
摊贩心里踏实了

9月19日清晨6点，济宁城区科苑路
东侧的一片区域热闹了起来。迎着金秋
凉爽的晨风，一辆辆载着新鲜蔬果的电
动三轮车向此聚拢。黄瓜、茄子、韭菜、水
蜜桃、苹果……每辆电动车上，都摆放着
当天新鲜的蔬菜和瓜果，南北不到100米
的距离，聚集了近百户摊贩，俨然一个小
型农贸市场。

“您看这水灵灵的韭菜，都是自家地
里种的，保证绿色无污染。”摊贩丁廷凤
一边整理着摊位，一边向前来选购的顾
客推销着。不到一个小时，就卖出去了一
多半。其间，有择掉的菜叶，她都会捡起
来放进提前准备好的垃圾袋中，“有了固
定摊位，还不收费，咱得保持环境的整
洁”。丁廷凤说，自己做的是小本生意，为
节省开支，都是骑着电动三轮车沿街叫
卖，难免会占道经营。如今，有了固定摊
位，她心里稳当多了，“一天赚个七八十
元，够贴补家用的”。

这份“心里的稳当”得益于济宁市推
出的便民“潮汐摊区”举措。长期以来，流
动商贩是城市管理的一道难题，济宁市
城市管理局坚持“疏堵结合、统一规范、
便民利民”原则，精心选点布局，从城区
人群最密集的区域入手，合理设置流动
商贩服务点，对区域内的流动商贩实行
分时段集中管理，既兼顾了城市的“面
子”，又照顾了商贩的“生计”，更方便了
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

摊贩规范经营
市民购物也方便

“该区域市民居住密集，人流量大，吸
引了大量流动摊点在周边聚集经营，对周
边市民的出行带来不便，而且存在交通安
全隐患。”任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李营执
法中队中队长马献锋说，执法人员每天多
次巡查管理，但治理效果不理想。为了解
决该问题，今年6月，任城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联合李营街道办事处，本着“便民利民

服务民生”的原则，结合周边居民区情
况，设置科苑路“潮汐摊区”。

“我们制作了潮汐摊位临时占道（经
营点）管理制度牌、温馨提示牌，对摊位进
行编号、划线，明确标识和位置，向经营摊
主发放简易垃圾袋，提醒经营摊主做到人
走地净，不得遗留经营产生的垃圾，确保
经营点市容市貌干净整洁。同时，为推动

‘潮汐摊位’规范化运营，执法人员每天多
次进行巡查，确保市容市貌干净整洁，确
保无商贩使用喊话器叫卖噪音扰民，同时
提醒购物市民随买随走，避免影响通行。”

城市管理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
民生，如何兼顾“面子”和“里子”，考验着
当地城市管理部门的智慧。为了有效改
变“马路市场”管理问题，济宁探索设立

“潮汐摊区”，变堵为疏，由“禁”改“请”，
在规范城市管理的同时，也创造了更多
灵活就业岗位。

在济宁高新区洸河街道长虹小区的
西墙外，也有一处“潮汐摊区”。上午10
点，天气渐热，一处花摊前，栀子花、菊
花、三角梅依次排开，摊主张留年坐在马
扎上，一边看着摊位，一边喝着茶。

张留年是汶上县南站街道人，家里经
营着花圃，近两年来城里接送小孙子上学。
闲不住的他趁等孩子放学的空，来这里摆
个摊，售卖自家的绿植。“在城里不愁卖，划
定了固定摊位，心不慌，能卖多少是多少。”

“我们因地制宜在中心城区设置便民
疏导点，引导摊贩入点规范经营，给原来

‘打游击’的流动商贩提供相对固定的经
营场所。通过服务引导和依法治理，进一
步规范门店、摊贩的经营行为，改善城区
市容市貌。”济宁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管理
科科长孙为凯介绍，目前，中心城区已设
置55处“潮汐摊区”，划定特定区域、设置
特定时间，在不影响正常道路通行的情况
下，最大程度满足流动摊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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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在中心城区设置了55处“潮汐摊区”，划定特定区域、设置特定时间，
在不影响正常道路通行的情况下，满足了流动摊贩经营、居民就近购物的双向需
求。城市管理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生，如何兼顾“面子”和“里子”，济宁探索
设立“潮汐摊区”，变堵为疏，在规范城市管理的同时，创造了更多灵活就业岗位。

城区里设置“潮汐摊区”，满足了摊贩和市民的双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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