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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磊 通讯员 韦夫芝 报道
本报淄博讯 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

点是食品生产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一直
被社会广泛关注。6月2日，记者从淄博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获悉，“三小”有了监管新规，
《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
例》自6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要求食品小作
坊、小餐饮实行登记证制度，小摊点实行备案制
度。6月1日，淄博市正式启动食品小作坊小餐饮
登记办证工作，部分食品小作坊小餐饮经营业户
领到了登记证。

据了解，新规明确规定“三小”不得生产经
营的品种，即负面清单。据介绍，食品摊点不得
经营下列食品：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其他专供特定人群的主辅
食品；裱花蛋糕、生食水产品、散装酒、现制乳
制品、散装食醋、散装酱油、散装食用油；国家
和省规定禁止经营的其他食品。未取得登记证的
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如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将没
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并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
等物品。有关组织和个人明知食品小作坊未取得
登记证，仍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其他便利
条件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
下罚款。

淄博启动

“三小”登记备案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万晓辉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2日，记者从淄博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获悉，山东省经信委下达了2017年
山东省第二批技术创新项目计划，淄博共有106
个项目名列其中。其中，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以上
的项目有101项，占总数的95 . 28%。

据了解，在今年第二批技术创新项目计划
中，淄博市的山东国金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新能源
汽车用动力电池模块及系统设计等106个项目列
入省级项目计划，技术研发投入达到6 . 87亿元。
省级技术创新项目实行网上申报、网上评审、网
上调度。符合条件的企业可登录省经信委网站、
山东省产学研网上合作对接平台或市经信委网
站,点击“山东省技术创新项目申报管理系统”
进行申报。已列入计划项目需按时参加每季度的
调度工作，否则将不再受理其省级技术创新项目
的申报。

106个项目列入

省级技术创新项目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李学军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2日，记者获悉，为贯彻落

实中央、省关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改革工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各级各
部门的服务责任，为基层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的服
务，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公布淄博市市级
公共服务事项目录的通知》。

《淄博市市级公共服务事项目录》按照“服
务为先、应列尽列”的原则编制，涉及市政府部
门（单位）、列入市委工作机构序列依法承担公
共服务职能的部门（单位）、群团组织、相关企
事业单位、中介机构等56个部门（单位）697项
公共服务事项，共分3个方面16类。其中，创新
创业方面363项，日常生产生活方面283项，涉行
政权力运行方面51项。

淄博公布

市级公共服务事项目录

□程芃芃 朱莉娜 刘健 报道
本报高青讯 近年来，高青县人民法院受

理企业破产案件14起，盘活土地1622亩、厂房
建筑近43万㎡，安置职工近3300人，清理企业
债权债务50亿元，化解银行贷款14．5亿元，追
回税款和增加税收3670．7万元，充分发挥了破
产审判处置僵尸企业的职能作用，为县域经济
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该县健全府院联动协调机制，形成僵尸企
业处置整体合力，有效处置了僵尸企业。钜创公
司破产重整，为引进纺织业巨头如意集团参与
重组重整，县领导带领经信局、招商局等联系人
先后27次到如意集团总部进行洽谈，在金融信

贷、税收、职工安置、资产收购等方面最终达成
重组重整协议，促成钜创公司重整的成功。

同时，健全职工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
的保障民生权益。淄博恒丰服装有限公司破产
重整，在投资人参与重整协议中明确约定，职
工债权300万元在重整计划通过后3日内打入管
理人账户用于分配，由投资人承接职工集资
550万元并与职工签订新的劳动合同，确保职
工下岗的同时又重新上岗，确保了恒丰公司的
稳妥处置。

另外，高青县还健全处置模式选择机制，
最大程度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淄博五湖陶瓷有
限公司通过清算，投资人获得五湖公司土地、

厂房、设备等资产后，先后注册成立两家公
司，实现了“腾笼换鸟”的效果。钜创公司作
为大陆“出售式”重整第一案，共激活工业土
地644亩、房产建筑物15．7万㎡、安置职工1012
人，化解金融贷款3．77亿元，实现“凤凰涅
槃”的效果。健全破产程序的规范，得到了债
权人、债务人、职工及利害关系人的理解和支
持，提高了僵尸企业破产处置的质效。

在推动企业阳光破产方面，要求管理人于
破产之初在破产企业设立“释法答疑办公室”，
提供法律咨询和破产工作答疑，设立“债权人委
员会”，委员轮流值班、监督管理人工作，甚至参
与债权追收等诉讼。自每一起破产案件受理之

日起，及时将法律文书、合议庭成员联系方式、
管理人指定及管理人团队联系方式、举报电话
等信息在企业显要位置张贴公布，公开接受监
督。在债权人会议上，将与企业破产有关的法律
文书、报告、方案、计划等所有会议文件汇编成
册，印发给每位参会人员，使债权人、职工及其
他利害关系人全面了解破产工作信息。对涉及
债权人、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通过召开听
证会的方式为利益相关方提供博弈平台。

处置僵尸企业的“高青模式”，实现了从
积极探索到品牌审判的跨越，在优化社会资源
配置、调整社会产业结构、维护经济健康稳定
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处置僵尸企业的“高青模式”
健全府院联动协调机制 健全职工权益保障机制 健全处置模式选择机制

□ 本报记者 马景阳 刘磊
本报通讯员 韩 通 王跃

5月23日，记者来到淄矿集团正通煤业公
司高家堡矿井102泄水巷采访该公司综掘分公
司班长刘林忠，可等了半天，都没能等到他闲
下来。扛锚杆、开综掘机截割、截割完后敲帮
问顶……昏暗的光线下，刘林忠带领职工紧张
有序地进行着掘进施工作业。直到他抽空吃饭
的时候，记者才有机会跟他交谈。此时的他浑
身湿透，汗水顺着他的两鬓直往下流……

刘林忠今年50岁，从参加工作起就奋斗在
掘进一线，至今已有31年了。

“31年工作在掘进一线，您是怎么坚持下
来的？”面对记者的提问，不善言谈的刘林忠
腼腆地笑了笑：“干一行就要爱一行。”

干一行就要爱一行。憨厚、朴实的刘林忠
就像一头默默耕耘的“老黄牛”，早已把自已
的根扎进了煤海深处。

选择了就不轻言放弃

“从原西河煤矿到岱庄煤矿，再从岱庄煤
矿到正通煤业公司，刘林忠都是响应号召，第
一批走出去的。”跟刘林忠共事十几年的该公
司综掘分公司副经理潘守杰说。

2014年7月，刘林忠随岱庄煤矿综掘一队
来到正通煤业公司。新单位远离家乡1000多公
里，井下生产环境复杂，好多职工来到没多久
就开始打退堂鼓。作为班长的刘林忠看在眼
里，急在心头。“来到省外创业，不能就这样
轻易退缩。”刘林忠说。为了稳定班组职工，
他带头出满勤，带头研究高家堡矿井复杂地质
条件下的掘进施工工艺。

“当年8月底，我们接过了来到正通煤业
后的第一个掘进任务——— 一盘区辅助运输大
巷。”潘守杰说，受冲击地压影响，公司采用
了拱形巷道掘进工艺，但以前他们在岱庄煤矿
都是施工矩形巷道，对拱形巷道施工一点经验
也没有。刚开始施工的时候，不仅效率低，巷

道成型质量也差。为尽快掌握拱形巷道施工工
艺，刘林忠利用下班时间专门到该公司其他掘
进单位取经，通过现场多次实践，摸索出了一
套符合煤巷拱形巷道截割工艺的方法，割出的
迎头能达到一次成型。

成功的喜悦不仅让职工们重新燃起了工作
的信心，也让班组职工情绪稳定了下来。

再硬的“骨头”也要啃

去年8月份，综掘分公司遇到了一块难啃的
“硬骨头”——— 202回风顺槽掘进施工。地温高、
作业环境空气湿度大、大断面和沿空掘巷经验
缺乏等一系列困难摆在了他们面前。刘林忠带
领班组职工主动接过了攻坚克难的任务。“因为
从两帮渗出的老空区水温高，导致迎头空气湿
度很大，职工在这种环境下工作体力消耗很
快。”刘林忠班职工陈爱新说，为了让职工缓解
疲劳，刘林忠让职工轮流在迎头和外围施工，他
自己却一直坚持在迎头，直面恶劣的环境，从事
迎头截割、打锚杆等最繁重的工作。

“有时看着他年龄这么大，还事事冲在
前，干得比我们还多，觉得挺心疼的，但他业务
能力强，经验丰富，我们确实离不开他。”陈爱新
说。刘林忠通过不断摸索试验，改进了原有截割
工艺，通过预先截割底板释放冲击地压压力，在
沿空侧预留一刀截割等措施，不仅保证了迎头
成型质量和安全，掘进效率还提高了10%左右。
这项工艺创新后来被推广，职工们还为它取了
个风趣的名字“刘（留）一刀”。

留守作业让我们来

2016年10月初，该公司停产放假集中检
修，大部分职工可以回家休息度假。但为了保
证节后正常生产，需要留下一个班人员在103
施工道完成剩下的近50米掘进施工，并保证在
假期最后一天前贯通。“当时，我们征求班组
长意见，问哪个班组愿意留下来。刚开始大家
都不吭声，最后刘林忠站起来说，他们班留

下。”潘守杰说。在12天的时间里，他带领班
组职工不仅完成了103施工道的贯通，还配合
其他人员完成了施工道的皮带安装。

无独有偶，今年春节放假前夕，该公司202
回风顺槽施工到了关键时刻。为了保证202回风
顺槽春节前贯通，刘林忠带领班组职工又从其
他迎头调回到这个迎头施工，并立下了军令状：

“顺槽不贯通就不回家过节。”在他的带领下，通
过合理穿插工序，优化施工工艺，他们班每班完
成进尺4米，效率比其他班组提高了20%左右。最
终202回风顺槽比计划提前3天顺利贯通，为该
公司节后组织生产提供了保障。

没有英雄的壮举，也没有豪言壮语，刘林
忠在平凡的掘进一线实践了一个煤矿工人、一
个劳动模范的价值。

掘进战线上的“老黄牛”
——— 记淄矿集团正通煤业综掘分公司班长刘林忠

□记者 马景阳 刘磊
通讯员 李金建 报道
本报淄博讯 5月27日，一面印有“执法为

民、公正高效”的锦旗送到淄博市张店区人社局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今年1月份，淄博唯帝建陶有限公司因产业转
型被责令关闭，其后续债权债务问题尚未理顺，致
使劳资双方在公司所拖欠工资的支付问题上发生
了争议，139名职工通过法律援助途径走上了仲裁
庭，要求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此情况，张店区仲裁院立即启动重大集体
争议案件调解处置预案，为当事人开通绿色通道，
由立案庭快速立案并移交调解庭先行调解，调解
庭及时与企业和镇政府进行沟通协调，并先后3次
组织召开职工、企业和镇政府三方协调会议。

争议双方在依法、公平、自愿的基础上，最
终于4月25日达成了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充分保
障了职工合法权益，妥善处理了企业关闭造成的
相关问题。张店区仲裁院全体职工加班加点为劳
资双方及时出具了139份仲裁调解书，企业履行
承诺，已于2017年5月2日前一次性将所拖欠工资
款共计292万元发放到位。

劳动维权为民解忧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王慧 报道
本报桓台讯 “被誉为‘齐鲁第一进士家

族’的新城王氏，历经300年保持长盛不衰，得
益于其在历代传承中形成的忠勤报国、洁己爱民
的清廉家规家训……”5月22日，位于桓台县新
城镇的淄博市反腐倡廉教育基地忠勤祠内，前来
参观的党员干部们正凝神倾听讲解，现场接受家
风教育。这是桓台县纪委组织开展“走进渔洋故
居·涵养清廉家风”系列活动的一个缩影，自5月中
旬活动开展以来，来自100余个县直部门、镇（街
道）的近万名干部分批次走进忠勤祠、王渔洋故居
接受教育。机关干部纷纷表示，要带头传承新城王
氏家规中的“廉”元素，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做一名
让组织信赖、群众信任的党员干部。

据悉，近年来，该县注重发挥本土传统文化
资源优势，通过深入挖掘优秀家规、家训、家风
故事，以历史名人家风涵养现代党员干部品格，
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形成风清气
正、和谐健康的社会环境。

桓台万名干部接受

传统家规现场教育

刘林忠(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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