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枣庄社保处正式启用社会保险转移信息系统

社保跨省转移只需鼠标轻点
本报枣庄 1 1月 1日讯

( 记 者 马 明 通 讯 员
李文磊 ) 1 1 月 1 日，枣庄
市社保处正式启用社会保
险转移信息系统，实现了
信函邮寄转移业务模式向
电子化转移业务模式的升
级转变，社会保险跨省市

转 移 接 续 可 网 上 即 时 办
理。

据悉，原来办理跨省
市转移接续手续，需要参
保人员到转出地和转入地
社保经办机构分别办理手
续。转入地和转出地社保
经办机构采用电话、信函

的方式进行相互联系，传
递相关信息资料，整个往
复过程前后需要 4 0多天。
期 间 , 经 办 人 员 要 花 费 大
量 时 间 对 参 保 人 员 的 相
关 参 保 信 息 进 行 一 一 录
入 ，手 续 既 繁 琐 又 费 时 ，
还 存 在 着 人 工 输 入 信 息

容易出错等问题。全市社
会保险转移信息系统启用
后 ，只 要 轻 轻 一 点 鼠 标 ，
参保人员的相关参保资料
及转移信息即可发送至人
社部信息数据库，对方 (社
保 经 办 机 构 ) 可 随 时 进 行
调取办理，彻底解决了手

工 录 入 造 成 的 繁 琐 和 人
为差错，大大提高了工作
效率。

据了解，社会保险转
移 信 息 系 统 依 托 人 社 部
社 会 保 险 数 据 库 作 业 平
台 运 行 ，具 有 功 能 强 大 、
运 行 速 度 快 、保 密 性 强 、

实施专网运行等特点，各
级社保经办机构通过该平
台将实现数据交换和资源
共享，可为参保人员提供
安全、高效、优质的社会保
险异地转移接续服务，真
正实现了社保关系的“无
障碍”转移接续。

随着近两年枣庄大面积实施棚户区改造、房地
产开发等工程，大量的建筑垃圾应运而生。由于一些
垃圾运输者在清理、运输垃圾时不注意防护甚至随
意倾倒，从而造成城区路面渣土多、尘土漫天等环境
污染问题。为此，枣庄市政府日前下发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全市建筑垃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加强对
建筑垃圾的管理。

图方便，许多建筑垃圾随意倾倒

新城金沙江路北侧

堆起“建筑垃圾山”
本报记者 白雪岩

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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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记者在市中
区部分施工现场走访时了
解到，因运输车辆不注意
建筑垃圾清运时的防护，
从 而 影 响 了 附 近 道 路 环
境。在华山路一处楼房施
工现场附近，来回过往的
车辆将地面散落的尘土、
沙石扬起，使道路上空弥
漫着雾蒙蒙地灰尘。附近
正在打扫路面的一位环卫
工人告诉记者，“自从这片
实施拆迁后，一些大车来
回运东西，经常把路面弄
得很脏，从车上掉下来的
渣土被汽车来回碾压后就
黏在了地上，清理起来特
别费劲。”

记者在新城南部一些

道路附近看到，成堆的建筑
垃圾被随意堆放在路边。在
金沙江路北侧及长白山路
南头，因工程施工开挖出来
的渣土和经施工爆破的大
石块被堆积到路边，远远看
去像座“小山”。枣庄市行政
执法局人员无奈地说，由于
新城区域存在大量的工程
开发建设项目，不少施工车
辆为图方便、赚取利润，不
按指定的地点肆意倾倒建
筑垃圾和大石块。就在两个
月前，新城黄山路、金沙江
路两条主干道就有数百处
被倾倒的共计2000余方的
建筑垃圾，致使整条道路交
通堵塞，城管部门用了一
周的时间才将其清理完毕。

主干道上经常有垃圾散落

为减轻建筑垃圾随意
倾倒、散落等对城市环境、
市容市貌造成的影响，日
前，枣庄市下发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全市建筑垃圾管
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督促
相关部门监督、严查对施工
单位建筑垃圾的运输、清理
工作。

根据意见规定，凡在施
工建设、拆除、道路开挖、房
屋装修过程中需要运输、处
置建筑垃圾的，必须事先经
市城市管理部门审批核准，
并严格依据《枣庄市城市建
筑垃圾管理办法》办理许可
手续。建筑垃圾的产生、运
输单位，必须如实申报建筑
垃圾的产生量和外运量，并
将建筑垃圾消纳场所统一
报市城市管理部门批准同
意后，方可处置消纳。同时，
对违法违规处置、运输建筑

垃圾的单位或个人，视情节
由市城市管理部门依法处
罚。

枣庄市行政执法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建筑垃圾的
管理以往主要由环保部门
负责，现在施工单位清运建
筑垃圾必须要到城管部门
办理手续，同时还要具备

《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
《城市建筑垃圾准运证》才
能清运，另外还要按规定时
间、路线清运，按规定地点
倾倒。车辆在运输途中要加
装覆盖密闭装置，防止出现
垃圾随风飘洒现象。对于施
工工地，除要建设高标准施
工围挡墙外，还要冲刷驶出
工地的车辆轮胎和车体，避
免车辆带泥上路；并鼓励施
工工地在施工或拆除过程
中采取喷水降尘措施，降低
施工扬尘等。

运垃圾车必须蓬盖

霸道！摊位摆上十字路口
车辆通行犯难，附近道路堵成“一锅粥”

本报枣庄1 1月1日讯
(记者 李淼 ) 11月1日，
记者在枣庄市实验小学
附近看到，很多商贩将摊
位摆到了路中央，车辆和
行人都不好通过，附近道
路堵成“一锅粥”。

1日下午，记者在现
场看到，这附近的道路几
乎都被商贩霸占了，很多
商贩将自己的商品都摆
在了自己店面的外边，一
些散户就将自己的摊位
直接摆在路中间，有的甚

至摆在了十字路口。而这
一路段由于居民小区很
多 ，摊 位 乱 摆 造 成 了 拥
堵，车辆到了这里通过很
费劲，而且行人也只能和
车 辆 挤 在 一 起 ，十 分 危
险。并且，很多商贩看到
车过来根本没有让路的
意思，车辆就在他们身边
通过。记者询问一位商贩
是否感觉到危险时，他告
诉记者，车辆到了这里根
本开不动，没什么危险，
即使碰上了也不会有大

的事故。“别人都在这里
摆，我就来了，这边的人
多所以生意好。”

市民刘宇就住在这
附近，他告诉记者，这片
市场已经存在很长时间
了，由于这里销售的商品
价格比较低，因此顾客也
比较多。“买东西是方便
了，但是每天这里都堵得
不行，我们现在最头疼的
就是开车出门，从这里出
去不到1 0 0米的路程有的
时候得开1 0分钟，还要格

外小心，生怕碰到人。希
望有关部门可以管一管，
这片都有商品房，让他们
规范经营。”刘宇说。很多
市民都表达了这样的意
愿。

1日下午，记者联系
了枣庄市市中区城管局，
一位姓刘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由于这一片由商
城管委会负责，他们也多
次接到了举报，因此他们
需要与管委会联系，协商
出具体办法进行整治。

市中区推行“农超对接”帮菜农解决卖菜难

“我种的菜直接卖给超市”
本报枣庄11月1日讯(记

者 崔维成) 10月31日，市中
区菜农张庆雷将满满一大三
轮车辣椒送到了青青超市。原
来，张庆雷与该超市达成了蔬
菜购买协议，张庆雷不再为蔬
菜卖不出去而发愁了。

11月1日上午，在市中区
光明路街道东 土各塔埠村东头
的蔬菜大棚种植区，菜农张庆
雷正在他家的大棚内摘辣椒。

“你是来预订收购辣椒的吗？”
刚见到记者，张庆雷以为记者
是某家超市的收购员。

张庆雷告诉记者，他十
多年来一直靠种植大棚维持
着生计。“这两年蔬菜价格不
稳定，有时候种了一大棚菜，
却赚不了几个钱。”张庆雷说，
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不能再拉
着蔬菜到离村子10多里远的
蔬菜批发市场卖菜了。在相关
人员的帮助下，张庆雷与离家
不远的青青超市达成了蔬菜
购买协议，在保证蔬菜质量
的前提下，张庆雷家种植的

蔬菜可直接卖给青青超市，
蔬菜价格以市场价为准。青
青超市的工作人员表示，张
庆雷种植的蔬菜质量都比较
好，“而且他从大棚摘完菜后
直接送到超市来，也能保证
蔬菜的新鲜度。”

据市中区贸促会秘书长
冯利民介绍，为了帮助菜农
解决卖菜难的问题，从今年
年初开始，市中区推行“农超
对接”，帮助菜农与超市建立
联系。到目前为止，市中区

“农超对接”项目已签订农业
订单累计达160余份，涉及标
的金额约1 . 8亿元。市中区商
务、农业部门还邀请相关法
律专家、农业科技专家等设
专业讲座，分别对超市、农贸
市场工作人员和菜农进行培
训。市中区还选取了孟庄镇
尚岩蔬菜合作社、光明路官
地蔬菜合作社、西王庄横沟
蔬菜合作社等6家农民专业
合作社作为模板，引导其加
强自有农产品管理。 张庆雷在大棚内摘辣椒。 本报记者 崔维成 摄

经经常常有有建建筑筑垃垃圾圾散散落落在在路路上上。。

附附近近道道路路堵堵成成““一一锅锅粥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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