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汛期安全常识及防护措施

泰安市应急管理局

正值汛期，强降雨、大风、雷
电等天气现象将频繁出现，防汛
安全工作至关重要。为进一步增
强广大市民的安全防范意识与避
险自救能力，泰安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温馨提示：

及时关注预警信息

通常所说的暴雨预警预报分
为4级，分别为蓝色、黄色、橙色、
红色。

1.暴雨蓝色预警：12小时内
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
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2.暴雨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
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3.暴雨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
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
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4.暴雨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
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
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城市内涝行人应对措施

1.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
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是
内涝的高发区域，突发暴雨时，这
些地方不宜久留。

2.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
上屋顶、楼房、大树、高墙等暂时
避险，等候救援人员营救，切勿游
泳转移，不可触摸或接触高压线
铁塔、电线，防止触电。

3.内涝会导致井盖冲开或路
段塌陷，遇到水坑或积水时，应注
意观察、小心绕行。

4.身处郊区、找不到较高建
筑物时，尽量向高处移动。

司机雨天避免如下错误

1.刹车盘有水膜：并不是通
过了涉水路段就平安无事，刹车
盘上会形成水膜，降低制动性
能。解决方法是过水之后，主动
多踩几次刹车，让水膜及早被
去除。

2.单边车轮冲积水：由于水
的阻力很大，特别高速行驶时，如
果一边车轮冲入较深的积水，相
当于单独给一边车轮制动，车可
能会原地打转，十分危险。唯一
方法就是降低行驶车速。

3.轧下水道盖：抢险人员有
可能打开井盖排水后没及时盖
好，有时由于倒灌将盖掀歪。雨
后应尽可能避开下水道盖子。

4.滥用双闪灯：在高速上遇
到滂沱大雨，很多车主因为视野
不清而打开双闪。但大部分车的
双闪灯会屏蔽转向灯，后方车辆
不了解你的驾驶意图，十分危
险。想被后方车辆清晰看到，要
开启后雾灯。

5.滥用远光灯：大雨视野不
清时，部分车主会打开远光灯，
实际上雨雾会把光线反射到驾
驶者眼睛，反而导致视野更差。
这种情况下，应开近光灯加前雾
灯，雾灯的波长较长，绕过障碍
物的能力强，同时也能引起对头
车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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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锋（左一）进行松材线虫病野外调查研究。 通讯员供图

调味品生产行业许可工作指南

一、事项名称
调味品生产行业综合许可
二、适用范围
主要适用于以粮食为原料生产

加工调味品的调味品加工行业。
三、涉及审批事项
1.食品生产许可
2.取水许可（适用时）
四、提交材料
申请人在作出承诺具备符合法

定形式的申报材料后可以不在申请
环节提交。但申请人应提前备好，现
场核查时由核查人员确认带回。申
请人也可以自愿一并在申请时提供。

五、申请方式

1.方式一：申请人通过山东政务
服务网登录“一业一证”平台选择

“调味品生产”行业进行在线申报。
2.方式二：申请人到相应行政审

批服务局服务窗口现场办理。
3.方式三：审批机关免费提供帮

办、代办服务，请联系各县（市、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

六、办理流程
（一）一单告知
审批机关制作《调味品生产行

业综合许可告知单》。在申请人业
务咨询和正式提报申请前，一次性
告知其该行业许可涉及的审批事
项、设定依据、许可条件、申请材料、
申请方式、办理流程、救济途径等。

（二）一书承诺

申请人在申请时应签署《调味品
生产行业综合许可承诺书》。推行承
诺容缺受理制度。需要现场核查的
可免于在申请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由现场核查人员现场确认带回。

（三）一表申请
申请人填写《调味品生产行业

综合许可申请表》，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向审批机
关提出申请。

申请人尚未办理《营业执照》或需
要调整经营范围的，可以一并提出企
业开办或变更申请，实行“证照通办”。

（四）一窗受理
在各县级政务服务中心设立

“一业一证”服务专窗，负责调味品
生产等行业综合许可的业务咨询和

综合受理等服务。申请人可以直接
到政务服务中心窗口现场办理。

申请人也可以通过山东政务服
务网网上办理。山东政务服务网设
有“一业一证”专栏，提供调味品生
产等行业综合许可的在线咨询、预
先指导、网上申请、在线受理、进度
查询、证书公示等服务。

（五）一同核查
调味品生产行业综合许可所涉

及的许可项目，由行政审批服务局
牵头实行一同核查。制定一个核查
计划，一次通知市场主体，同时进驻
现场，同时开展核查。整改意见一
口告知、整改情况一趟复审。

（六）一并审批
行政审批服务局分类汇总审批

所需材料，通过政务服务平台分发至
各审批部门，并明确审批时限要求。
各审批部门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审批。

（七）一证准营
综合发证窗口根据审批结果一

并制发法定许可证书、调味品生产
《行业综合许可证》。《行业综合许可
证》通过二维码加载企业获得的所
有许可信息。申请人凭《行业综合
许可证》即可经营。

七、审批时限
5个工作日。现场核查和问题

整改时间不计算在内。
八、咨询电话
市直：6136919
泰山区：8629057
岱岳区：8568902

泰安高新区：8939601
徂汶景区：8911327
新泰市：7220987
肥城市：3232616
宁阳县：5637116
东平县：5358769

“一业一证”改革行业综合许可
规范二维码。扫描该二维码，可了
解全部60个行业综合许可相关内容
及申报流程、所需提交材料等信息。

咬定青山不放松 森林守护写春秋
——记泰安市最美科技工作者获得者高锋

□通讯员 焦圣涛

本报7月14日讯（通讯员 曹文
馨）近日，泰安仲裁办召开仲裁重点工
作任务调度会议，全面总结2022年上
半年工作，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
推进仲裁各项工作位次前移、争创一
流。今年上半年，各项业务指标再创
历史新高，截至6月底，共受理各类仲
裁案件797件，同比增长12%；案件标
的额11.99亿元，同比增长71%；完成
仲裁收费 590.76 万元，同比增长
18%。案件数量与质量稳步提高，仲
裁社会公信力日益增强，仲裁工作保
持快速、健康发展良好势头。

党建业务融合，全面提高仲裁工
作水平。泰安仲裁办严格落实好“第
一议题”制度和周一集体学习制度，
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巩固
深化党支部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成
果，组织开展“登高望远、奋力争先，
站好第一方阵”主题活动，积极推动

“登高望远、奋力争先，以高质量党建
推动仲裁事业高质量发展，争创全省
一流仲裁机构”基层党建突破项目。

组织召开2022年度全面从严治党暨
廉政工作会议，逐级签订责任书，明
确职责任务。进行廉政提醒教育，增
强对党忠诚、拒腐防变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

强化制度推行，持续扩大仲裁服
务效能。各县（市、区）仲裁分会继续
深入开展“十百千万”服务工程，仲裁
深耕基层，成效显著。泰安仲裁办完
善仲裁分支机构管理制度，出台《仲裁
分会百分制考核办法》和《专业仲裁中
心百分制考核办法》，建立健全优劣奖
惩和定期通报制度，推动仲裁融入基
层社会治理。上半年，各仲裁分会共
立案172件，标的额4.7亿元，分别占
总 立 案 数 的 21% 和 总 标 的 额 的
39%。深入市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
协会召开座谈会，进一步发挥金融仲
裁中心和保险仲裁中心作用，健全纠
纷衔接机制。扎实开展“仲裁服务进
企业”活动，积极开展座谈交流，畅通
仲裁服务联系渠道。主动到各企业对
接仲裁法律服务工作，为产业链企业
提供个性化仲裁法律服务，助力新型

工业化强市战略。积极开展联合培
训，推介仲裁法律制度，让更多企业认
识仲裁、认可仲裁、选择仲裁。实现仲
裁全流程进驻市公共法律服务大厅，
深度参与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打
造集约高效、多元化解、便民利民、智
慧精准的“一站式”仲裁法律服务平
台。泰安仲裁办与泰安市贸促会联合
成立了泰安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组建
仲裁服务专家团，为市内企业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和涉外经贸活动提供优
质、高效、精准的法律服务。

增强办案质效，努力打造“公信如
泰山”仲裁品牌。泰安仲裁办把提高
办案质量作为仲裁公信力的生命线，
印发了《泰安仲裁委员会案件评查管
理暂行办法》，严格落实《泰安仲裁委
仲裁案件过错责任追究办法》《案件审
理期限管理办法》等，全面提高办案质
量。严格落实疑难案件内控管理制
度，5次召开专家咨询会研究各类疑
难案件，确保仲裁公正、公平。积极创
新办案机制，针对因疫情导致的积案
问题，实施办案包保制度，集中清理存

量案件，实现案件高效、有序管理。持
之以恒加强仲裁队伍建设，探索实行
仲裁员人才阶梯化管理，按照分类培
训、阶梯成长的模式，为仲裁员量身定
制培训课程。积极搭建仲裁智慧办案
平台，优化当事人使用体验，推动仲裁
服务提档升级。深化以案释法工作机
制，上半年，泰安仲裁办2件仲裁案例
入选司法部司法行政（法律服务）案
例库。

下半年，泰安仲裁办将按照
“1234”的总体工作思路，围绕争创全
省一流仲裁机构、服务全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突出制度推行
和规范化建设两大重点，加快将仲裁
工作融入法治政府建设、融入营商环
境建设、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努力在工
作网络、金融仲裁、智慧管理、办案质
效4个方面实现新的突破，登高望远、
奋力争先，全力在仲裁事业高质量发
展方面走在全省前列，为开创新时代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建设新局面作出
仲裁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泰安仲裁办召开半年重点工作任务调度会议

案件受理持续增长 各项指标再创新高

本报 7 月 14 日讯（通讯员
李岩 蒋真真）近期，为持续加强
公共资源交易干部队伍建设，实
现以赛促学、以学促练、以训促
能，提高公共资源交易业务人员
数字化应用和业务技能水平，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全省公共资
源交易系统技能竞赛为契机，锚
定“登高望远、奋力争先”目标，采
取三大“硬核”措施，广泛发动、严
密组织，扎实做好全省技能竞赛
各项筹备和参赛工作。

下好赛事筹备“一盘棋”，夯
实奋力争先“压舱石”。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根据省中心技能竞赛
工作部署，迅速召开专题会议，安
排落实技能竞赛事宜，要求交易
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充分认识参加
技能竞赛的重要意义，同时，开展

“登高望远、奋力争先，争做公共
资源交易先锋”主题活动，成立领
导工作小组，统一谋划、统一部
署、统一推进；细化工作措施，制
定《“登高望远、奋力争先，争做公
共资源交易先锋”主题活动方案》
《远程异地评标操作规范及突发
事件应对技能竞赛方案》等配套
制度，推进赛事筹备各项工作；围
绕省中心发起的“三大竞赛项目”
分别组建竞赛工作组，将各项参
赛工作落细、压实，全力以赴做好
竞赛队员选拔、培训学习和练兵
比武工作。

吹响技能竞赛“冲锋号”，汇聚
练兵比武“智囊团”。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强化宣传引导，利用门户网
站推送大赛方案，将竞赛内容、活动
链接、参与方法直接推送至全市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通过线上宣传、召
开会议等方式，宣传大赛规则、学习
内容，明确目标导向，全员参与赛
事。广泛动员，鼓励号召该中心各
科室、各分中心干部职工踊跃报名，
形成人人参与、奋勇争先的生动局
面。为加深公众对公共资源交易工
作的了解，提高大赛知晓度、参与率，
该中心参照大赛提纲优选初试题库，
制定主题竞赛活动方案，面向社会
组织开展技能竞赛知识有奖竞答。

用好以赛促学“催化剂”，增强
比学赶超“战斗力”。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坚持以赛促学、以训培能相
结合，组织该中心干部职工围绕相
关法律法规和操作实务开展集中学
习，通过领导干部领学、“泰易学堂”
专题讲学等形式，分享学习心得，总
结答题技巧，有效提高干部职工业
务素养。目前，参赛队伍的组建选
拔工作已分期、分批启动，以笔试的
方式选拔出预赛选手进行重点培训，
对全流程电子化交易系统操作、常
见问题分析、高频咨询事项等进行
深入讲解，努力选拔培养一批技能
精湛、素质优良的新时代交易人才。

围绕技能竞赛活动主题，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将持续打造素质高、
业务精、有担当的交易人才队伍，增
强服务保障能力，持续优化营商交
易环境，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备战技能大赛

以赛促练提技能展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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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锋，男，1979年4月出生，汉族，
泰安岱岳区人，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1999年12月在泰安市徂徕山林场参加
工作，现任泰安市徂徕山林场森林病虫
害防治检疫站副站长，林业高级工程
师。自参加工作以来，高锋坚持在林场
一线工作，认真践行将科研论文写到祖
国大地上的号召，立足于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重大课题，针对林业生产中存在的
难题，迎难而上、刻苦攻关，解决了林业
生产中许多急难险重的重大课题。

聚焦主责主业
服务林业生态文明建设

自1999年于山东省林业学校森林
保护专业毕业后，高锋便进入徂徕山林
场工作。为更好地提高林场科技工作
水平，他坚持在学业上继续深造，经过
艰苦学习，他先后通过国家自学考试取
得了山东农业大学专科和本科学历，
2008年又顺利考取了山东农业大学硕
士研究生，于2011年7月顺利毕业，成
为徂徕山林场历史上第一位取得研究
生学历的在职职工。

从事工作20余年来，高锋一直奋
战在森林保护工作第一线，面对赤松毛
虫、板栗红蜘蛛、松阿扁叶蜂、板栗落叶
病、美国白蛾、松材线虫病等重大林业
有害生物入侵和暴发成灾的考验，他都
能从容不迫地迎接挑战，顺利解决了这
些“卡脖子”难题。

为做好赤松毛虫工程治理工作，高
锋被派驻到太平顶景区，以马场为中
心，调度、检查、督促该场的防治工作，
1年多的时间里踏遍了徂徕山全部的
松林，现场核查虫口密度，发放防治药
剂、指导防治施工、检查防治效果。为
保障施工，他还主动承担起每天的打
孔机维修任务，工作中从不叫苦叫累。
通过技术攻关，确定了赤松毛虫治理
方案，综合采用毒绳围环、人工捉茧、
灭幼脲喷雾、打孔注药等措施，顺利解
决赤松毛虫防控难题。最初该场虫情
全面暴发成灾，仅40头/株以上发生面
积就超过3万余亩，面对如此严峻的形
势，徂徕山林场经过2—3年的科学防
控便全面实现了有虫不成灾，至今已
经过20年，赤松毛虫虫情未再发生大
面积反弹。

2020年9月，面对松材线虫病入侵

危害，高锋积极组织技术攻关，抓住疫
木除治这个防控关键环节，建立起一套
包括“疫木标记定位+疫木现场拍照存
档+伐桩处理+疫木粉碎焚烧”的松材
线虫病无害化综合除治管理系统，为松
材线虫病除治探索出一套成熟的技术
规程，经过2年多防治，初步实现了松
材线虫病监测无疫情，为实现国家“十
四五”期间“环泰山”区域拔除疫点的目
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发挥林业技术特长
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2010年，作为主要技术骨干，高锋
参与了泰安市天敌繁育中心的筹建和
生产工作，主要繁育美国白蛾天敌——
周氏啮小蜂。当时，高锋不等不靠、克
服重重困难，同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利
用1年时间从引进仪器设备、完善办公
设施，到小规模试繁育，大规模繁育第
一代、第二代小蜂，在扩繁技术、蜂种复
壮、种蜂保存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
技术工艺流程，实现了当年试产、当年
投产、当年成规模，当年繁育10亿头周
氏啮小蜂，有效支持了我市美国白蛾生
物防治工作。

2011年—2012年度，受市林业局
委派，高锋参加了市委组织部组织的强
村固基包村工作。在东平县银山镇山

赵村包村过程中，他充分发挥林业技术
优势，为村民送科技下乡，帮助村民考
察、引进林木良种和特种种植养殖项目，
有效增强了村集体党支部凝聚力，增加
了村集体收入。

为服务全市工作大局、保障国家重
大项目建设，2018年—2019年间，高锋
充分发挥“白加黑”“5+”2的工作精神，
用1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国家绿盾行动
和国家环保督查中发现的503个问题
点位的整改工作，并完成了徂徕山省级
自然保护区的优化调整和三区勘界定
标工作，促进徂徕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规
范化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保证了山东
泰安抽水蓄能电站二期项目建设顺利
推进。

泰山板栗是泰安地区的名牌产品，
有段时间，泰山板栗生产受到板栗红蜘
蛛的严重危害，每年要防治3遍以上，
林农收入还要减少一半。为解决这一
难题，高锋专门成立了课题组进行技术
攻关，邀请山东农业大学专家教授举办
培训班，通过设置大面积标准地进行预
测预报和防治药剂实验，特别是抓好板
栗红蜘蛛越冬卵孵化的测报和应用专
用杀螨剂2项关键措施，利用2年时间
便有效攻克了这个技术难题。技术攻
关后，原来1年防治3到4次的林片现
在全年1遍防治即可控制全年危害，减
少了75%的用药，增加30%以上产量，

每亩增收300元以上，并在周边地市推
广应用20余万亩，为林农增收几千
万元。

推广应用林业新技术、新方法
更好地为林业生产服务

为更好地推进徂徕山林场科技进
步，认真进行无公害防治和现代林业科
技新技术、新方法、新农药的研究、应用
和推广工作，高锋先后考察、推广引进
了松材线虫病分子检测仪、树干打孔注
射保护剂防治法、周氏啮小蜂、黑广肩
步甲、花绒寄甲等生物防治法、无人机
监测与防治在林业中的应用、手持终端
电子实时地图、GIS操作系统在林业工
作中的应用等先进技术和方法，促进林
场林业科学技术进入分子时代和信息
时代。

作为泰安市的森林植物检疫员，高
锋认真做好以松材线虫病和美国白蛾
为主的检疫工作。在林场设置10处检
疫检查站，任职以来，共计检疫苗木36
万余株，种子2万余公斤，木材1万余
立方米，花卉1万余株，有效避免了检
疫性有害生物的扩散蔓延。

徂徕山的万顷林海为高锋的工作
和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立足于林业
生态建设这一宏伟蓝图，他取得了一系
列丰硕成果。高锋主持参与市级以上
课题8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第1位），地市级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4项；在《中
国植保导刊》《中国森林病虫》等省级以
上科技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8篇，其中
第一作者12篇；获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2项；出版著作3部。

高锋先后获得2005年山东省测报
工作先进个人、2010年全国优秀森防
员、2013年泰安市第十一届青年科技
奖、2013年第八届山东省优秀乡镇林
业技术员、2020年泰安市高层次人才、
2022年泰安市最美科技工作者等荣誉
称号及奖项。

未来，高锋将在林业生态建设和野
生动植物保护的道路上一如既往地走
下去，发挥传帮带作用与集体攻关优势，
传承徂徕山艰苦奋斗、刻苦攻关的优良
作风，更好地解决好林业生产中的瓶颈
难题，为我市林业生态保护和建设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