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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滕州一复合材料公司
负责人使用市政务服务网“企业上市合法合
规信息核查一件事”办理了企业上市的相关
手续。“我使用‘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
查’下载一份公共信用报告，代替了52个领
域的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这个政策真是太
好啦！枣庄市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

事’专区上线了，我只需要进行身份认证，什
么表单都不用提交，就一次下载了公共信用
报告，真是方便多啦！”该负责人激动地说。

据了解，我市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将信用赋能营商环境作为工作的着
力点，推行经营主体以公共信用报告代替
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实现无违法违规证
明“一键”申请、“一纸”代替、“一秒”出具，
充分释放信用数字化改革红利，为全市经
营主体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便利，切实提
升了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在适用主体上，以公共信用报告代替
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适用广泛。在山东省
区域内注册的公司、非公司法人及其分支
机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
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及其分支机
构，个体工商户，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等经营
主体，用以证明自身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相
关领域违法违规记录情况。事业单位及社

会组织参照执行。
在适用场景上，以公共信用报告代替

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主要应用于需出具
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的以下五个场景。
一是申请国（境）内外上市、发行企业公司
债券、上市公司再融资、参与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场外交易市场挂牌等融资领域；
二是申请资金支持、优惠政策、项目申报、
评先评优等政策优惠领域及参与公共资
源交易等；三是办理行政审批、资质认可、
市场准入等部分行政管理领域；四是银行
贷款、尽职调查、审计、商业合作等商务经
营领域；五是其他可以以公共信用报告代
替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的情形。

在适用领域上，涵盖了与证明事项相
关的 52 个领域，包括发展改革、教育、科
技、工业和信息化、公安、民政、司法行政、
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然资源和规
划、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

利、农业农村、商贸流通、文化旅游、卫生健
康、退役军人管理、安全生产等。

在获取方式上，以公共信用报告代替
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按照“数据多跑路、企
业少跑腿”的原则，采取线上、线下两种信
用报告服务，供经营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主体可登录“枣庄市政务服务网”“爱山东”
政务服务平台，完成统一身份认证后，下载
电子版公共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记录证
明版）。也可通过部署在各级政务服务大
厅的信用查询机实现线下查询、打印公共
信用报告。

以公共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记录
证明实施以来，我市已累计为 770 家企业
提供公共信用报告查询下载服务1370次，
其中普通版1156次、上市专版75次、行政
管理专版 139 次，代替传统无违法违规证
明 69772 份，我市营商环境得到持续优
化。 （记者 侯冬健 通讯员 张鹏程）

公共信用报告助力企业轻装前行

日前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释放出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鲜
明信号。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
一步优化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营商
环境，在当前尤为重要。

优化营商环境，要着眼于机会公平、

竞争公平。市场准入是经营主体参与经
济活动的前提，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
本原则。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
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是党
中央的明确要求。对此，必须全力抓好落
实，解决好民营企业在相关领域存在的典
型问题，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
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要把握好“有所为有
所不为”。经营主体的需求在哪里，服务
就要跟进到哪里。杭州“我负责阳光雨
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的创新创业品牌孵
化了“六小龙”，也带来了启迪：政府的精

力和资源重点应放在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完善创新创业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

“刀刃”上，让企业大胆闯、放手拼，坚决做
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

优化营商环境，要把构建亲清政商关
系落到实处。“亲”和“清”本质上是干事和
干净的关系，关键要将二者有机统一起
来。上海浦东新区纪委监委划出政商交
往的红线和底线，浙江台州企业诉求经人
大评议该办不办的由纪委介入调查问责
……多地围绕亲而有度、清而有为不断探
索，明确政商交往边界，促进政商关系良
性互动，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活力。

优化营商环境，要持续推进法治建
设。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政府要做到
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各类经
营主体要依法合规经营。下一步，相关部
门应加强重点领域法治保障，抓紧完善相
关制度安排，规范涉产权强制性措施，严厉
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以法治的
确定性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发展信心。

优化营商环境没有终点。政府、企业
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持续破解难题、激
发潜力，将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经
营主体培育发展沃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支撑。

优化营商环境 更好促进民营企业发展
辛华 刘阳 刘开雄

本报滕州讯 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队伍建设，滕州
市日前组织开展了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申
报评选工作。经镇街推荐、现场查看、专家评审等环节，评选出
滕州市级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8人，近日
予以公布。

此次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涉及传统音
乐、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等四个项目类别，分别为二
胡演奏史健民、柳琴戏闫毅、糖画陈玉萍、滕县木版年画王延
兰、难得葫途葫芦烙画雕刻技艺侯成强、桃木雕刻杨运水、滕县
民间书法王大成、雅木木雕技艺李晨、启慧面塑刘慧、刘氏木雕
刘玉坤、木子烙画李心亭、滕县民间书法杨文奇、褚村灯笼扎制
技艺褚福中、鲁南传统木雕聂夫光、崔记羊肉汤传统制作技艺崔
家良、滕伙计小黄牛鲜肉火锅杨勇、泥哨郭红艳、传统梨膏制作
技艺刘春冬、大坞张家挎包火烧制作技艺张光斌、老路口热锅烧
鸡制作技艺陈长龙、级索花饽饽传统技艺孔维茹、儒风拓印技艺
刘子宝、马蹄烧饼制作技艺王宜俊、洪伟酱菜制作技艺赵伟、泥
模铸造技艺靳秋刚、老李家辣子鸡传统制作技艺李成、螺钿制作
技艺刘英、传统木制玩具制作技艺苏士端、王小满手工水饺王
盈、香喷喷猪头肉煮制技艺周盅圻、曼榕传统修脚技艺孙焕荣、
镯缮技艺王豪、传统打铁技艺杨恒新、巧林榫卯积木郝立岩、大
唐汉服娃娃制作技艺王静静、鼎盛酱油食醋传统酿造技艺张廷
香、羊庄宋家传统糕点制作技艺宋成伟、张汪呱呱烧鸭制作技艺
张井科。

滕州市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
习活动，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记者 孔浩）

滕州公布第四批
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本报薛城讯 2月20日，市民赵女士从薛城不动产登记分
中心领取了该区首本不动产居住权登记证明，标志着薛城区不动
产居住权登记正式落地实施。

居住权是《民法典》赋予居民的一项新物权,《民法典》第366
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
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居住权登记有效解决了
养老住房保障、共同居住等现实问题,旨在满足“房子不归我,但我
可以住”的需求,进一步为困难群体提供了法律保障,对保障抚养
子女、赡养父母、丧偶离异等特定群体的居住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薛城不动产登记分中心围绕新出台的《不动产登记规
程》,积极组织人员开展居住权登记业务培训,研究居住权登记的
业务流程、收件材料和法律风险防范,保障了薛城区不动产居住
权登记工作顺利开展。 （记者 任泽锋 通讯员 高超）

薛城办理首本
不动产居住权登记证明

本报台儿庄讯 近年来，邳庄镇通过搭建平台拓展妇女创新
创业渠道，加强就业指导培训，优化就业环境，帮助广大妇女获
得更多就业创业机会。

该镇组织巾帼宣讲队深入田间地头、村庄巷口，以“板凳课
堂”、知识竞赛、文艺演出等形式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引领
广大妇女争做敢于追梦、助力镇域发展的奋斗者。精准对接妇女
务工创业需求，多渠道拓展“妈妈岗”、互联网新业态、“庭院经
济”等灵活就业形态，开展“榴枣归乡”“春风行动”等宣传招
聘活动，为妇女发展提供就业岗位，实现就业增收。

同时，该镇创新“培训+就业”模式，举办基层妇女素质工
程提升、巾帼领头雁能力提升等培训班，开展“枣花香”巾帼就
业创业促进行动进乡村活动，举办电商、种植养殖技术、农业技
术等培训20余次，不断提高妇女就业技能及增收致富能力。全
面摸排辖区有就业意愿的妇女群体，打造巾帼创业就业服务驿
站，一对一做好妇女就业创业服务指导。辖区400余名妇女通过
种植大棚果蔬实现增收，带动周边妇女1500余人就业。

（记者 张琛 通讯员 贾萌）

邳庄镇：

巾帼创新创业添活力

本报山亭讯 为有效预防森林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连日来，桑村镇通过压实责任、广泛宣传、应急演练等措
施，全力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

该镇结合辖区实际，将防火责任层层细化至各村，制定切实
可行的森林防火工作方案，明确专人具体负责森林防火各项工
作。目前，全镇已配备护林员20余名，并科学划分14个责任区
域，实现防火责任的全覆盖。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如滚
动电子屏、公众号、微信群、村级喇叭等，广泛发布森林防火通
告，普及森林防火应急常识，营造了浓厚的森林防火氛围，有效
提升群众的防火意识。

全镇严格执行镇、村两级值班制度，确保信息沟通顺畅。建立
健全森林防火应急预案，定期对应急物资进行维护和更新，提升应
急保障能力。在辖区内共设立森林防火卡口10余个，今年以来已
开展森林防火集中巡查200余次，形成了严密的防火网络。同时，
常态化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成立森林防火应急救援队伍4支，累计
开展消防演练20余场次，有效提升队伍的综合素质和安全扑救能
力，为应对森林火灾提供了有力保障。 （记者 张琛）

桑村镇:

多举措筑牢森林防火屏障

本报峄城讯 “学生心理问题严重影响着学生们的健康与成
长，同学们在遇到心理问题时要学会求助，掌握有效的调适方法
积极与老师沟通。”2月25日，在阴平镇中学青春教育大讲堂，
宣讲员苏娜正在给同学们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心理健康教育宣讲。
当天，阴平镇开展了一场心理健康教育宣讲活动。

活动现场，宣讲员结合中学生的实际生活，深入浅出地讲解
了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及其应对方法。特别是针对初中生在新
学期可能面临的学业压力、人际交往困惑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应对策略，同时现场教同学们减压方法。会
后，志愿者向学生们介绍了“育新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平
台及下载方法和使用办法，引导孩子们通过心理热线，在平台上
倾诉心声，与心理专家互助，疏解心理压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

“通过此次心理健康主题教育，我学会了保持心理健康的方
法，化解压力的良方，懂得了如何进行情感宣泄，对我今后的学
习成长有很大的收获。”阴平镇中学八年级一班同学高尚说道。

（记者 孔令合 通讯员 孙中尧）

开展心理教育
助力健康成长

2月23日上午,60名枣庄日报小记者走进市中
区振兴路派出所,开展了“我是小警察”进警营活
动,亲身体验警察工作,感受警营的神秘与威严。

活动中,小记者们首先与警察叔叔进行了零距
离接触。警察现场示范了警棍、盾牌、钢叉、手铐
等警用装备的使用方法。小记者们通过摸、试、戴
等互动体验,不仅了解了这些装备的作用和使用场
景,还增强了安全防范意识。

随后,小记者们参观了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在
这里,他们观看了辖区的监控录像,深刻认识到高新
科技在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
用。实时监控如同一张无形的安全网,守护着辖区
的每一个角落。

在执法办案区,小记者们近距离感受了警察叔
叔的工作环境,揭开了警营神秘的面纱。他们对警
察叔叔们平时如何审讯嫌疑人、工作中可能遇到的
危险等问题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此次活动不仅培养了小记者们的自我保护意识
和能力,也让他们更加理解和尊重警察这份职业,懂
得了维护一方平安、促进公平公正的警察职责。

“我是小警察”
——小记者沉浸式体验警营生活

本报记者 焦兴田 摄影报道

律回春渐，万象更新。春日的暖阳带来了万物复苏，
春天的美味带来了味蕾上的体验……但这种环境却也为
致病微生物的潜伏生长提供了温床。春季是食源性疾病
的高发期，了解食源性疾病的危害，掌握避免食源性疾病
的方法，更好地为我们的身体健康和愉悦心情保驾护航。

什么是食源性疾病？
食源性疾病是指通过摄食进入人体的各种致病因子

引起的，通常具有感染性的或中毒性的一类疾病，也就
是人们俗称的“食物中毒”。从定义不难看出，导致食
源性疾病的根源便在于食物，包括食物的不当摄入、储
存以及烹调。

春季常见的典型食源性疾病有哪些？
春季常见的霉变甘蔗中毒和野菜中毒便是典型的食

源性疾病。如果甘蔗储存不当形成节菱孢霉生产繁殖的
环境条件，产生霉变进而产生神经毒素3-硝基丙酸，此
时食用会损害中枢神经系统，轻则会导致恶心、呕吐、
头晕眼花，重则会使食用者抽搐、昏迷。主要靠补充电

解质支持疗法，并无特效解药。中毒事件主要发生在2-
4月，故民间有“清明甘蔗毒过蛇”的说法。一般发现
甘蔗外表有霉斑、切面红褐色或有菌丝，味道偏酸等都
是霉变的现象，应避免食用。

导致野菜中毒的原因有哪些？
导致野菜中毒的原因则较为多样，主要包括以下三

种：一是对有毒野菜缺乏辨识能力，误采误食则会引发中
毒；二是野菜处理不当，由于野菜的生长环境与普通蔬菜
不同，野菜极易携带虫卵、细菌，因此食用野菜前要进行
浸泡和焯水处理；三是食用野菜未考虑自身体质，有些野
菜含有微量天然毒素，如果烹饪不当或一次食用量过大
也会引起中毒,像婴幼儿、孕妇、老人和消化系统存在疾
病的人群，就不建议食用野菜。野菜中毒通常发病时间
短，中毒者会出现眩晕、呕吐、浑身无力、呼吸急促等症
状，情况严重者甚至会昏迷、呼吸困难。

预防食源性疾病的措施有哪些？
针对霉变甘蔗中毒，可以采取以下预防措施：购买

甘蔗时应仔细甄别，选取新鲜收割的甘蔗并尽量减少存
放，如需存放，应当保持环境通风干燥，一旦发现霉变
现象，立即丢弃。

避免野菜中毒，我们可以通过做到以下几点：1.谨
慎采食。遇到不熟悉的野菜坚决不予采食，生长在受污
染环境下的野菜，如垃圾填埋场、化工厂附近的野菜，
也要坚决不食。2. 合理烹饪储存。野菜应避免存放过
久，在食用前，应焯水处理。3.及时就医。食用野菜后
如出现不适，应立刻联系就医，避免症状进一步恶化。

以上措施可以有效避免这两种典型的春季食源性疾
病，但要真正与食源性疾病说“再见”，还要牢记并遵守

“食品安全五要点”，即：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
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使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

春日正当“食”，尝“鲜”莫尝“险”。食物固然是生活
的慰藉，但却要时时牢记“安全第一”的准则，谨防食源性
疾病，度平安春日。（枣庄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陶永）

春日正当“食” 尝“鲜”莫尝“险”
——春季谨防病从“口”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