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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7月2 6日讯 (记
者 康宇 通讯员 张超)
2 6日上午，个体食品摊贩郭
磊从食药监工作人员手中接
过食品摊点信息公示卡，从
此，他的小摊点也有了“身份
证”。6月1日《山东省食品小
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
条例》(即：“三小”条例)实施
以来，食品小摊点的管理规范
了，监管有了法律法规约束，
老百姓也更放心了。

上午7点，在太东大市场
北门附近，疏导点的小摊贩们
架好防蝇网，放好带盖的垃圾
桶……一天的生意就开始了。
在小摊点的显眼处，张贴着食
品摊点信息公示卡、食品安全
承诺书以及从业人员健康证。
说起小摊点、小作坊规范之后
的感受，摊主李女士坦言，卫
生环境提高了对他们而言是
好事，顾客觉得干净也爱光顾
了。

郭磊在马驿桥经营了一家
熟食摊点，开张两个月了，当得
知小摊贩也要持证上岗后，他
第一时间联系了辖区食药监部
门，开具了健康体检免费服务
确认书，免费查体领取了健康
证。随后，他又来到食药监部门
办理了食品摊点信息公示卡。

“我们做的是小本生意，
肯定希望越红火越好，办了
证，感觉更有底气了。”领到食
品摊点信息公示卡，郭磊很兴

奋，这是任城食药监阜桥监管
所发出的第217张食品摊点信
息公示卡。

“创城以来，市民的文明意
识也提高了，很多摊主都是主
动来办理食品摊点信息公示卡
的。”任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阜桥监管所副所长徐兴华
说。

目前，任城区已有448户食
品摊点完成了备案，摊主持身
份证、健康证就可以到辖区的
食药监所办理“食品摊点信息
公示卡”。

“三小”条例实施，济宁小摊贩得“持证上岗”

卫卫生生环环境境好好了了，，顾顾客客更更爱爱光光顾顾

本报济宁7月26日讯(记者
贾凌煜) 经过三个多月的

编撰，《济宁市2017年度“高精
尖缺”引才目录》出炉，共收录
紧缺专业195个，高端人才需求
362人，紧缺人才需求3438人。
符合这些引才条件的博士、硕
士等人员，在济宁就业创业可
享受不同人才津贴。

根据目录，按照所属产业
划分，各产业申报单位数量为：

电子信息产业69家，能源化工
产业25家，装备制造产业72家，
生物医药产业37家，纺织服装
产业23家，高端造纸产业4家，
汽车产业11家，橡胶产业4家，
食品产业25家，现代农业产业
17家，节能环保产业9家，新能
源产业12家，新材料产业34家，
文旅等其他产业47家。

按照人员需求层次分，高端
人才需求共362人，包括生物医

药产业需求73人，电子信息产业
需求71人，装备制造产业需求40
人，新材料产业需求31人，食品
产业需求28人，需求位居前列。
紧缺人才需求3438人，包括装备
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能源
化工、农业食品等产业人才需求
量较大，需求人数分别为：673
人、522人、417人、286人、184人。

济宁市人才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高端人才是指具有

突出创新创业业绩的副高级以
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专业技
术人员、在本行业领域具有一
定知名度的高端人才；紧缺人
才为相关专业具有全日制硕士
以上学位和相关专业理工科全

日制大学本科学历的人才。
根据济宁市“引才”相关政

策，对符合条件人才，按照博
士、硕士或副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资格人员、本科生等给予不
同的人才津贴。

《济宁市2017年度“高精尖缺”引才目录》出炉

119955个个紧紧缺缺专专业业急急需需高高端端人人才才

信信息息技技术术类类专专业业最最缺缺人人

需需要要886688人人补补充充人人才才梯梯队队

在目录中，济宁市人才服
务中心将这些专业划为五星
级紧缺专业，分别是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软件工程、计算机
应用技术、化学工程与工艺、
有机化学、化学工艺、机械制
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机械工程、药剂学、药
物化学、制药工程、生物技术、
化学工程与工艺、药学、药物
分析学、纺织工程、服装设计
与工艺教育、制浆造纸工程、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食品科学
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食
品科学、生物工程、农业资源
利用、蔬菜学、环境工程、应用
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

工程与工艺、化学工程、市场
营销、贸易经济、英语。

其中，信息技术类专业
需求868人，是今年人才需求
最多的专业。电子信息产业
是牵动济宁市资源型城市转
型发展的战略抓手，2016年
济宁规模以上信息产业企业
达651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82 . 7亿元，同比增长21 . 3%，
IBM、华为、中兴通讯、北斗
平台等一批知名IT企业集群
式落户，建成运营了智慧城
市展示体验中心、可视化城
市管理中心、云计算服务中
心等信息产业发展平台。

本报记者 贾凌煜

葛相关链接

“三小”条例实施，小摊贩也得“持证上岗”。本报记者 康宇 摄

一企业引进的人才正在做实验。 本报记者 贾凌煜 摄

市场上常见的豆腐、馒
头等食品多来自小作坊，全
凭传统经验制作，没有规范
的操作流程，也没有详尽的
包装标识。小摊点，存在数量
多、规模小、分布散、管理难
的情况，极易出现食品安全
问题。《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
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
的实施，将小型食品生产经
营纳入法制化轨道。

食品摊点需要具有防雨
设施及密闭的废弃物容器；
销售散装食品的，要使用无
毒、清洁的包装材料；将生、
熟食品的用具、容器分开使
用，避免交叉污染；提供安

全、无毒、清洁的餐具、饮具；
不得妨碍道路交通安全和居
民正常生活；及时清理场地，
保持环境卫生整洁……6条
准入标准，框出了食品摊点
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硬杠
杠”。

《食品摊点信息公示卡》
载明摊点编号、经营者姓名、
经营项目(品种)、经营地点、
经营时段、投诉举报电话等
信息。需要注意的是，备案和
发放《食品摊点信息公示卡》
不收取任何费用。消费者投
诉 时 ，可 记 住 编 号 ，拨 打
12331进行投诉。

本报记者 康宇

葛相关链接

食食品品摊摊点点66条条标标准准

划划定定准准入入““硬硬杠杠杠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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