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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小时
让孔雀石绿现原形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生野生动物利用许可办法》， 取
得 《驯养繁殖证 》 的单位和个
人， 应当遵守哪些规定？” 这是
11月14日北京渔政系统执法技能
比武活动中的一个问答环节， 当
天本市14个区县的42名渔政执法
人员同场竞技。

半小时测出违禁药物
在现场， 渔政执法人员告诉

记者， 孔雀石绿是国家禁止在水
产养殖中使用的添加剂。 记者看
到14个区县的参赛选手， 每个人
的桌子上放着小碗、 搅拌棒、 吸
管以及试剂等物品。 选手们首先
将一份鱼肉碾碎， 放入试剂， 加
入一定量的水， 再经过过滤等程
序， 取出过滤后的液体， 放入检
测机器测试， 等待机器读数， 如
果有数字显示， 则表明鱼肉内含
孔雀石绿， 如果机器显示为零，
表明不含孔雀石绿。

孔雀石绿药残速测筛查是渔
政执法人员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
技能， 通过速测筛查， 可以更高
效地发现养殖水产品是否含有违
禁药物残留， 及时采取措施， 避
免 “问题产品” 流入市场， 造成
食品安全事件。

在实验室检测 “孔雀石绿”，
需要24小时左右， 快速检测只需
要半个小时。 由于检测时间短，
出结果快， 这样可以对违规的养
殖户产生震慑作用， 也利于渔政
处罚通知的快速下达。 比赛环节
则给了选手50分钟的时间， 在规
定时间内， 选手需对孔雀石绿样
品进行定性、 定量检测， 并提交
检测结果。 然后由专家评委对结
果进行评定和打分。 最后， 检测
结果准确、 用时最短的两位选手
获得 “速测达人” 称号。

选手需要“会写能照”
在竞赛的现场， 为了达到比

较好的效果， 所有参赛人员都由
两名化妆师给眼部及面部做了个
简单化妆。下午两点，42名北京渔
政系统执法人员精神抖擞地上场
了。技能比武活动由“技能比拼”
和“知识问答”两部分组成。第一
部分为“技能比拼”部分，由“又快
又准”即速测筛查、“图文并茂”包
括信息撰写，以及“锦心绣口”的
演讲三个环节组成。

为了有效地利用时间， 这三
个环节同步进行。 在台上， 有两
位主持人在主持14个区县参赛队
的演讲环节， 在另外两个区域，
进行着速测筛查 “孔雀石绿” 和
信息撰写。

“图文并茂”环节主要检测渔
政执法人员的信息撰写能力。准
确、 流畅的文字表达是每一名渔
政执法人员都应该掌握的技能，
制作执法文书、撰写工作信息、拍
照取证是渔政机构日常执法的重
要内容。“图文并茂” 就是针对这
一渔政执法的基本功进行考核。

“锦心绣口” 是个演讲环节，
渔政执法人员赵强坦言： “作为
渔政人员，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与
不尽相同的监管对象打交道， 沟

通随时随地都伴随着我们。 如何
更好地宣传法律说服他人， 如何
让他人认同你的立场， 良好的沟
通便显得尤为重要。” 在演讲中，
各区县选手通过短短的几分钟时
间， 或讲一个故事， 或展现一个
生动的事例， 从多方位表现了本
市渔政人员爱岗敬业、 甘心奉献
的精神风貌。

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下午3点半， 竞赛进入第二

部分 “知识问答”。 知识问答由
“你问我答 ”、 “火眼金睛 ” 和
“全力冲刺” 三个部分组成。

其中难度较大的是 “火眼金
睛”， 即识图和找错， 识图就是
要求选手在所展示的12种水生、
野生动物中找出5种国家或者北
京市重点保护物种； 有些水生动
物外表很相近， 没有火眼金睛很
难识别； 找错则是让选手看一个
执法片子找出不规范的执法行
为， 片中执法人员没有出示执法

证件、 徽章戴错位置等细节， 一
不留神也很难找得出来。 火眼金
睛识图和挑错两个考核内容， 主
要考察渔政执法人员对受保护的
水生野生动物的辨识能力和执法
专业的敏感度 。 挑错的第一道
题， 就是针对2013年北京市渔政
监督管理站出台的北京渔政执法
行为规范设计的。 这部规范包含
了11种基本执法行为， 涵盖了从
进入养殖场到离开的全过程。

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
门头沟、 昌平、 通州等7个区县
的选手分获比武活动团体前三
名。 通过比武活动， 北京渔政执
法人员进一步提升了业务水平，
为保障北京渔业的安全， 保护首
都的生态环境做好了准备。

———直击北京渔政执法人员大比武

“这衣服挺合身的 ， 穿着也
精神。” 来自河南的农民工邓小
兵说。

11月15日， 是北京正式供暖
的第一天， 中建一局安装公司工
会不远千里， 从北京远赴沈阳，
为公司第一大项目的农民工送去
了慰问———衣服和保温杯。

“衣服已经消过毒， 叠整齐
了。” 头天下午， 安装公司工会
工作人员就开始忙碌起来。 这批
服装是项目工会联合会与沈阳建
筑大学学生联合发起向大学生募
捐的。

中建一局安装公司副总经理
卢皓告诉记者， 沈阳建筑大学与
中建一局是校企合作单位， 每年
学校都要向安装公司等单位输送
各类技能人才并安排学生参与实
践活动， 项目工地职工也往往通
过在该校进修提升学历。

今年， 沈阳建筑大学研一学
生董珏在工地调查走访中发现，
农民工是一个需要帮助的群体。
在学校， 她发现每年军训完后，
大学生的军训服穿几天就不用

了， 太浪费了。 由此， 她想到了
将大学生军训服募集后向工地农
民工捐赠。

这个想法很快通过校企合作
渠道反馈到了第一大项目工会主
席田振廷这里， 田振廷觉得这个
想法很好， 又向公司工会汇报，
公司工会顺势推进， 形成了活动
策划， 最终， 募集到了70套军训
服。

“我来工地三年了， 项目工
会一直很关爱我们农民工， 夏天
还送绿豆汤， 每逢节假日送猪肉
等。 这回给我们送来了军训服，
我们干活时候也不怕衣服脏了。”
26岁的电工王朋亮说。

中建一局安装公司工会主席
刘斐表示， 本次送温暖活动是公
司工会工作的一个创新， 以前送
温暖主要靠公司工会本身， 这次
引入社会力量让大家一起来帮助
农民工。

下一步， 学校还将联合项目
工会， 向大学生募集书本， 用于
建设项目职工书屋， 方便农民工
阅读。

———中建一局安装公司工会京外慰问活动侧记

70套寒衣温暖农民工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中建一局安装公司工会千里为农民工送温暖
■70套军训服来自于沈阳建筑大学学生的捐献
■项目工会还将向大学生募集书本建职工书屋

■他山之石

原以为至少需要跑几趟路 、
花费几天才办得下来的 “特困职
工帮扶证”， 75岁的冯大爷近日
在职工服务中心窗口用了不到1
个小时就办完了。 这源于四川旺
苍县总设立的 “首问责任制 ”。
此举实行以来， 县总工会职工服
务中心窗口现场办结率已达95%
以上、 按时办结率达到100%。

记者了解到， 出台 “首问责
任制” 前， 该县职工服务中心窗
口存在诸如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生
硬 、 办事推诿或效率不高的问
题， 由此引发一些前来办事职工
的不满， 甚至有的还到县纪委反
映或投诉。

对此， 旺苍县总针对职工服
务中心窗口实行 “首问责任制”，
对困难职工要求办理的各种事
项， 必须立即办理， 不得有任何
推诿拖延； 对不负责、 不作为或
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而致使单位

和职工利益受损或给单位形象造
成影响的， 均要被追究行政和经
济责任； 对不向服务对象一次性
告知经办部门、 导致职工多次往
返， 甚至在接受职工电话咨询时
未能耐心接待或态度不好的， 也
将受到责任追究……

为最大限度服务好困难职
工， 县总还规定， 每天必须有一
位领导在大厅坐班， 以便及时协
调各窗口的服务工作。

“首问责任制” 的出台， 打
通了工会有效服务好职工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据统计， 此举推
行至今， 职工服务中心窗口已累
计接待工会干部、 职工群众1000
余人次， 接待职工来访200多次，
调解各种劳动纠纷10余起， 办理
工会法人登记100多例， 现场办
结率 95%以上 ， 按时办结率达
100%。

摘自 《工人日报》

旺苍职工服务中心设“首问责任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