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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餐饮酒店之外，早餐便民点是清晨时段城
市烟火气最足的地方。早点快餐行业和百姓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可谓是小生意关系大民生。

市民：“以前的早点摊，有时候服务不到位，
而且食品也不是很放心，像这种开放式的环境，
觉得就很好，第一个是服务能跟得上，然后他所
有的制作过程都能看得到，感觉非常放心，这种
模式就非常好，值得推广。”

市中区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食品监管室主任
顾士栋：“我们立足消除食品安全隐患，营造干
净、卫生、舒心、放心的就餐服务环境，对全区
243家早点快餐店进行拉网式排查，对检查发现的
问题逐一登记，对账销号。通过 3 个月的专项行
动，解决了一批突出问题，初步达到早点快餐亮
证亮照、环境整洁、设施齐全、从业人员健康、

加工规范、进货查验、门前三包的整体经营要
求，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既要守护小城烟火气，更要守好市民食品安
全关。市中区市场监管局将借助媒体监督、互联
网技术推进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提升
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和精准性。

市中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修忠：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认真贯彻区委《关于大
抓落实狠抓落实的18条措施》，进一步加强和创新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社会管理的有效措施，逐步形
成政府引导、企业自律、公众参与的工作机制，
确保‘明厨亮灶’改造提升和早点快餐食品安全
专项整治提升有序推进，整体带动我区餐饮业的
健康发展。”

区市场监管局
让市中老百姓看得清楚 吃得放心！

记者 刘亚程

矿区街道：
力求从“资源存量”中找到“发展的增量”！

记者 刘猛 李鹏远

枣庄中环智能制造产业中心建设项目于5月20日在枣庄市长
三角产业促进中心启动仪式上集中签约，并于6月27日在市中区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上顺利开工奠基。计划3年内引入100家
汽车零部件及智能制造生产企业，并全部实现升规纳统。项目于
2023年6月27日开始筹建，历经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便有58家企
业入住过渡厂房。

8月15日，在过渡厂房，记者看到厂房的整体修复、车间改
造全部完成、大型生产设备已经安装到位，具备开工条件。而在
一个月前，这里曾是堆满废弃设备、无法满足正常生产需求的闲
置厂房。

主持人：“李部长，请您介绍一下项目现在进展情况。”
矿区街道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部长李元元：“枣庄中环智能

制造产业中心建设项目在全区选定了8处过渡厂房，共计6.1万
平方米。枣庄中环智能制造产业中心建设项目目前注册工业企业
54家，并有30家企业设备已经进厂，本月再有13家企业设备陆

续进厂。从现场情况看出，设备主要集中放置在5号厂房和6号
厂房，我们根据进厂设备的体量大小进行厂房的分配，以实现厂
区利用最大化。”

据了解，受土地要素制约，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当地发展规
划调整，一大批汽车零配件企业急需转移安家，矿区街道抢抓玉
环市百余家民营汽车配件生产企业外迁机遇，千方百计助力项目
落地市中。然而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不少阻碍。

主持人：“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李元元：“这个项目最大的困难就是落地过程中的用地问题。”
主持人：“咱们是如何解决的呢？”
李元元：“为解决项目落地土地制约难题，矿区街道在全区范

围内摸排梳理适合企业落地的闲置厂房，以‘腾笼换鸟’作用，盘活
了枣矿一机厂2万平方米的闲置厂房。根据项目生产情况和生产
需求对厂房进行升级改造。经过一个月的加班施工，厂区的整体
修复、车间改造全部完成，解决了‘零土地招商’的问题。”

矿区街道曾经是枣庄的老工业基地，创造了一段辉煌的民族工业
历史。街道辖区内有机务处、电务处等国保单位，是近现代工业文明
的历史遗存，有的已经闲置荒芜多年，如何既能保护这些近代工业优
秀历史建筑，盘活国有存量资产，又能合理开发利用？

主持人：“陈书记，对于闲置厂房再利用问题，您怎么看？”
矿区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岩：“宋磊书记多次强调，闲置的厂房和厂

区是市中区宝贵的空间资源。矿区街道是原枣庄煤矿的驻地，有多处
工业厂房资源，像我们现在所处的第一机械厂，厂区占地130亩，闲
置厂房大约2万平方米，东外环东侧还有一个新远大复合材料厂区占
地30亩，厂房大约3400平方米，如何把这些厂房盘活利用起来，一直
是街道主推的工作。”

陈岩：“今年以来，我们在对辖区现有厂区全面摸排的基础上，建
立了闲置厂房信息数据库，按照‘改造提升一批、招商对接一批、储
备推介一批’的工作思路，根据在谈项目诉求，精准对接匹配，满足
企业落地需求，力求从‘资源存量’中找到‘发展的增量’。今年以
来，我们一共盘活了三个闲置厂区，厂房面积大约2.5万平方米，落地
企业23家。”

然而项目落地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受到了多方影响。
山东永裕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旭栋：“我们企业落地的过渡

厂区用电负荷不够，经过矿区街道协调，为我们解决生产用电问题，

目前能够达到企业生产开工条件。”
原来，枣矿一机厂原用电负荷为1000kVA，远远满足不了落地企业

3000kVA的用电总负荷，为解决落地企业用电难题，矿区街道协调枣矿
集团电气公司、中汇集团新上2台1600kVA变压器，根据每个企业的生
产布局、企业设备的安放位置，对厂区的老旧线路进行全面排查和改造，
达到搬迁企业“生产不耽误”的要求。

主持人：“陈书记，这个厂房闲置多年，在项目落地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相关的困难，我们是怎么帮助解决的。”

矿区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岩：“像一机厂，变压器容量小，无法满足
入驻企业用电需求，针对这个问题，铺设高压电缆、增扩用电容量等
电力工程，仅历时28天，成功解决了闲置厂区的用电问题。”

王旭栋：“矿区街道真正做到了服务企业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这
些举措为我来枣投资吃下定心丸。下一阶段我们也抓紧开工，为枣庄
工业强势倍增、蓄力未来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陈岩：“区委十届三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大抓落实 狠抓落实的18
条措施》，更加坚定了我们合力攻坚、大干快上的信心决心。下一步，
矿区街道将坚决贯彻落实文件要求，紧紧围绕工业倍增任务目标，强
化项目跟踪服务，做好‘筑巢引凤、以凤固巢’结合文章，推动形成
立说立行抓落实、全力全速求突破的良好局面,奋力在‘工业强区、产
业兴区、城建立区’攻坚行动中，展现矿区担当，贡献矿区力量。”

记者在枣庄大酒店一楼大厅看到，一块监控大屏24
小时对后厨环境进行监测。

舜和枣庄大酒店行政总厨张辉：“我们在原来的基础
上，增加了摄像头，对我们的厨房实时监控，对我们员工
的行为规范和食品安全的操作，时时刻刻在我们消费者面
前播放，消费者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和赞赏。”

市中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修忠：“外面的
客人都能看到，一目了然。把我们人员的口罩，服装，言
行举止（规范），（物品摆放）不要乱，摆齐。现在食品大
于天，安全大于天。”

夜晚，吉品街上的餐饮店纷纷热闹起来，而辖区市场
监管所的工作人员也忙碌了起来。

为了保障市民舌尖上的“安全”，按照区委区政府安
排和部署，市中区市场监管局推行了“明厨亮灶”改造提
升工作，让消费者可以直观了解餐饮后厨的卫生、出餐等
情况，让过去的“后厨重地”变成现在的“社会共治”，
让食品安全时刻在线。

餐饮店负责人：“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有明档厨房，
再投到大屏幕上，没想到有多大的（效果），后来把咱这

个明厨亮灶打造出来了后，顾客的反响是非常好。”
餐饮店负责人：“我们店打造‘明厨亮灶’，我们拍个

抖音视频，所有的粉丝为我们点赞，让大家吃着干净吃着
卫生。”

市民：“最近几年，尤其是在咱们枣庄‘明厨亮灶’
开展起来，我们对食品安全比较放心。”

市民：“因为我们经常带着孩子出来吃饭，就会选择
厨房能够看到的，我觉得这种透明厨房的形式，如果能够
普及大众化的话，让顾客更舒心吧。”

市中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高峰：“‘明厨
亮灶’改造提升工作开展以来，区市场监管局11个市场
监管所全力推进‘段进法’工作模式，按照‘示范一批、
规范一批、提升一批’的原则，每个镇街遴选了3—5家
基础设施较好、诚信守法的餐饮服务单位，共建设完成了
45家首批‘明厨亮灶’改造提升示范单位。近期，我们
准备召开现场观摩会，通过抓重点、树样板、重宣传，充
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全面推动‘明厨亮灶’工程深入实
施。”

今年以来，矿区街道聚焦“强工兴产、转型突围”任务目标，积极投身
工业倍增主战场，想方设法盘活辖区多处闲置工业厂房，力求从“资源存
量”中找到“发展的增量”。

如何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安心，是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重要一环。市中区市场监管局针对全区餐
饮服务环节推行了“明厨亮灶”改造提升工作，全力保障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