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年春来
到， 又是一年植树
时。近日，我市的花
卉苗木市场又热闹
起来。 图为顾客正
在市中心城区民权
路旁的苗木市场里
挑选苗木。

本报记者
杨柳摄

光山县工商局
依法清理“一次性餐盒”

本报讯（杨羽中苏冰）为了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 保护消费者身体健康，日
前，光山县工商局积极行动，组织专门执法
队伍，依法对辖区经营的“一次性餐盒”进
行了全面清理。

一是展开全面清查。 该局对流通环节
销售“一次性餐盒”的经营户进行了拉网式

的检查。清查的重点区域包括：餐具销售、

流通比较集中的城区批发市场、 商场、餐
馆、饭店，农村食杂店、小吃店、集贸市场
等。检查采取查看产品、查看经营者主体资
格，检查经营者自律制度建设等方式。

二是加大查处力度。 该局对无
QS

标志
及生产许可证编号的“一次性餐盒”，一律依

法采取封存、扣押等强制措施，及时查处销
售不合格“一次性餐盒”的经营行为，坚决杜
绝无

QS

标志的“一次性餐盒”上市销售。

三是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在行动过程
中， 该局执法人员向广大消费者普及辨别
“一次性餐盒”的基本知识，积极对餐盒经
营户宣传不合格“一次性餐盒”的危害，要
求经营者严格落实进货台账及索证索票等
制度，确保一旦发现有问题的产品，能够追
根溯源以及对问题产品及时召回。

在本次行动中， 该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200

多人次，检查商户
700

多户，收缴“一次
性餐盒”

500

多个，取得了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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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积极应对“用工荒”

每年的春节之后， 大家听到最多的一个词
就是“用工荒”。今年春节过后，我国华南地区
“用工荒”的声音再度出现，而对于我市的企业
来说，他们也正在遭遇“用工荒”。记者在我市人
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了解到，今年年初以来，我
市大部分企业普遍遭遇“用工荒”，求职数量也
达不到用工需求。截至目前，我市共有

65

家用人
单位，提供就业岗位

2000

多个，但普遍没有达到

预期的招工数量。

我市作为人口及劳动力大市，为何也会出现
“用工荒”呢？记者从我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了解到，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大量转移到沿海经济
发达地区，造成本地现有劳动力不足，而大部分
农民工没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与企业提供的岗位
技术要求不符；另一方面是求职者想找工资待遇
好的企业，这样就形成了需求矛盾，企业无人可
招。近年来，随着我市的经济发展，相继有大中型
企业入驻信阳，这些企业能够提供较多的工作岗

位。但对于求职者来说，这些岗位的工资和福利
待遇，又和沿海发达地区有差距，所以一些人还
是选择外出务工。同时，用工方对岗位技术要求
也对求职者造成一定的制约。

记者随后采访了几位商户。 一位开美容店
的老板说：“从去年

10

月份到现在， 我一直就没
有招到人，干我们这行的想招熟手，生手来了还
要培训，等你培训好了，她又想跳槽，可熟手就
很难招了。”

针对当前出现的“用工荒”现状，市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障局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在
全市开展

2011

年“春风行动”：即广泛收集岗位
信息，开展送政策、送信息、送岗位的服务活动；

落实创业扶持政策，大力开展创业培训；清理整
顿职业介绍市场， 规范职业介绍中介机构和用
人单位的招工行为；对有维权要求的农民工，积
极提供相关的政策指导、维权支持和法律援助。

目前出现的“用工荒”，从根本上来说是对
人力资源的争夺，而企业在用人紧缺的情况下，

必然会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和相关的福利待遇，

这对广大求职者来说也是好事情。 但是， 解决
“用工荒” 与求职难问题并非一件简单的事，企
业要想招到人， 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也是有效的竞争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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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如何发展？ 农民如何增收？农
村如何变美？诸如“三农”的问题很多，

破解之法也很多， 最终的结果怎样？是
要看效果的。这个结果，在我市的广大
农村得到了印证；这个印证，在农村改
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中结出了硕果。

然而，我们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虽然
声音很微弱，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2

月
24

日，《信阳日报》 民生新闻版
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就提到了这样的
问题。来信的核心内容是：干部“支农”

应先“知农” 。其主要问题是：有些下派
的“支农”干部并不“知农”。当农民兄弟
问及有关当前农村政策时，他们哑口无
言； 当农民兄弟请教有关农业科技知
识时，他们摇头摆手；当农民兄弟要他
们处理有关村民纠纷时， 他们敷衍塞
责； 当农民兄弟想要了解当前市场有
关农村行情和致富信息时， 他们面带
难色……这部分人在农村不能“动口
动手”，不能帮助农民兄弟解决实际困
难和问题，对这样的“支农”干部，农民
兄弟难免失望。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头
痛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能埋怨他们，

他们来的目的是好的， 行为是积极的，

只是方法不得当，农村知识缺乏，支农
经验很少；但确实也该埋怨，因为，在支
农之前， 这些人应该首先熟悉农村情
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做到有计划、有目的、有措施的“知
农”，工作方可有的放矢，有所作为。否则，支农不但成为
一句空话，而且会伤了农民的心。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已
经看到了以“知农”而去“支农”的好做法、好现象。

比如，《人民日报》刊发的《驻村当书记，怎么干得
实》一文，就是报道我市从市、县两级选派

317

名机关干
部到“双薄弱村”任党组织第一书记的举措。这些干部
团结村“两委”班子，理清发展思路，带领群众脱贫致
富。其中涌现出很多为民办好事、办实事、办成事的先
进典型。比如，信阳市检察院政治处副主任阮铁，去年

4

月挂职光山县泼陂河镇邬围孜村第一书记。 不是“晃
晃”就撤，他要在这里干

3

年。“阮书记帮我们修了硬化
路，我们鼓掌欢迎这样的干部。”提起阮铁，

61

岁的代修
忠老汉说。“阮书记还把村里的老化线路改造好， 不仅
给我们送来了电，还照亮了心，让大家看到了希望。”当
了
28

年村支书的方应文很兴奋。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愿
支农者都应如此。

“知农”，就是支农干部要知民心、察民意、解民困，

知道农民想什么、盼什么、需要什么；了解农村的现状，

真实把握农村的短期和长期发展目标， 真正把支农工
作做到农民的心坎里，做到富民的点子上，达到雪中
送炭、锦上添花的目的，而不是摆摆“花架子”，演一下
“支农秀”。倘若如此，非但不能建设新农村，还会事与
愿违地挫伤农民
的积极性， 损害党
委、 政府的形象。

“支农”应“知农”，

农民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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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超）记者
日前从市商务局生活必需品监测
中心了解到，进入春季以来，我市
的市民生活必需品价格趋于平
稳。近期，在市商务局监测的商品
中，有

14

种商品价格上涨、

24

种商
品价格下降、

21

种商品价格持平。

其中， 涨幅在
20%

至
30%

之间的
商品有

1

种，涨幅低于
10%

的有
13

种，部分商品价格呈现小幅下降。

粮食类商品零售价格小幅下
降。目前，我市粮食零售均价是每
公斤

4.84

元， 环比下降
2.22%

。预
计下一阶段， 我市大米和面粉的
价格有小幅上涨的可能。

食用油类零售价格稳定。目
前，我市食用油均价是每升

13.72

元，食用油市场运行平稳，预计下
一阶段其价格继续保持目前的态
势。

猪肉零售价格小幅下降。目
前，我市猪肉均价是每公斤

23.33

元，环比下降
0.68%

。由于节后需
求量的减少，预计今后一段时间，

肉类商品价格运行平稳。

禽类商品价格持平， 蛋类商
品价格下降。目前，我市的禽蛋类
市场供应充足， 随着此类商品需
求量下降， 预计下一阶段其价格
仍有下降的空间。

蔬菜类价格小幅下降。近段时间，我市的蔬菜
类均价是每公斤

3.46

元，环比下降
0.57%

。随着节
日效应的减退，市场需求量在逐渐减少，致使部分
蔬菜价格回落。总体来看，蔬菜价格运行平稳。预
计后期， 随着蔬菜
上市量的增大，我
市的蔬菜价格仍会
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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