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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民生

济宁设置渔业船舶检验处
严控“三无”船，保渔民安全

泗水18家

淀粉企业

被取缔

本报济宁10月25日讯

(记者 范少伟 通讯员

华宏俊) 25日，记者在济宁

市渔业局了解到，济宁市成

立山东渔业船舶检验局济宁

检验处，加强了渔民生命财
产和渔业生产安全，标志着

济宁市渔业船舶检验工作更

加制度化，规范化。

山东渔业船舶检验局济

宁检验处负责辖区内未设立

渔业船舶机构的县(市、区)

内河渔业船舶的监督检验与

发证工作；负责辖区内12m

以上且主机功率44 . 1kw以
上、以下内河机动渔业船舶
(除公务船外)设计图纸审查
及监督检验和发证工作；承

担辖区内已认可的渔业船舶
设计单位、渔业船舶修造企

业、船用产品生产企业的日

常监督管理工作等业务。

“渔船的安全关系到每

个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
前，渔业局没有相关的职权，

碰到渔业问题在执法上比较

混乱。”

济宁市渔业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济宁船舶检验

处的成立有利于对风险大的

渔船进行有效管理，对无捕
捞许可证、无船舶登记证、无
船舶检验证等“三无”证件的

船只进行控制和处理，保证

渔民生命财产和渔业生产安

全。

天转冷催热

棉被加工业务

本报泗水10月25日

讯(记者 高建璋 通
讯员 刘剑) 连日来，

泗水县环保局、监察
局、公安等部门组成联

合执法组，对全县小淀

粉加工企业进行专项

整治，并对发现的18家

小淀粉加工企业进行
了取缔。

据介绍，经过前期

泗水县环保部门对全

县小淀粉加工企业的

认真排查摸底，在该县
8个乡镇发现非法小淀

粉加工企业18家。联合

执法组对这18家非法

小淀粉加工企业采取

断电、断水、拆除生产
设备、吊销营业执照、

清理现场等措施，逐一
进行了强制拆除。

这次整治非法小
淀粉加工企业专项行

动有效遏止了小淀粉

加工企业蔓延的势头，

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群

众的饮用水安全。

据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下一步，泗水县

将围绕淮河流域水污
染防治工作，依法打击

污染反弹的小淀粉加

工企业，防止出现反

弹，巩固泗水县水污染

防治工作的成果。

本报济宁 1 0月 2 5日讯

(记者 范少伟 ) 天气转

冷，棉被作为市民过冬的必

需品，近期在商店热卖。25

日，记者采访了解到，不仅商

店里的成品棉被卖得好，不

少市民还选择订做质优价廉

的棉被，棉被加工业务明显

增加。

在共青团路某棉被订做

加工厂，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王女士的棉被就做好了。这里

的被子现做现卖，立等可取，

顾客可以检查商品质量。记者

看到被子里面的填充物，并不

是棉花，而是用旧毛衣打碎制

成的细绒。“加工速度很快，半

小时的时间就能加工一条，别

看它是毛衣做成的填充物，保

暖效果并不比棉花差，价格也
便宜许多。”王女士说，她去年

用毛衣做了一条棉被，盖着很

舒服，所以今年又来加工了一
床。

在商场里买一床棉被价

格不低于400元，价格高的能

达到上千元。“今年棉花价格

涨了那么多，还不如自己拿材

料现场做放心呢。”棉被加工

厂工作人员蔡女士表示，每条

棉被的加工费70元，加上填

充和被罩，一条棉被不超过
300元。“目前每天能做棉被

40多条，业务量明显增加，随

着气温的下降，棉被的加工量

可能还会增多。

“这两天降温，来订做棉

被的顾客明显多了。”琵琶山

路某棉被加工厂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业务量呈现上升的

趋势，来店里翻新被子、填充

新被的一个接一个。许多消

费者表示，在这些地方订做，

可以亲眼看着，比较放心。

随着天气的转冷，手套、围巾等摆上了精品店的

最佳位置，喜羊羊、大白兔等款式多样的手套受到年
轻消费者的欢迎。图为10月25日，一女孩挑选粉红色保

暖手套。

本报记者 范少伟 摄影报道

花样手套
热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