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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天
语 思

今年截至 8
月，我区以在岗职
工和就业困难群体
为主要对象，先后

组织 6358人参加职业技能培
训，其中培养高技能人才1348
人。让更多的人一技在身，努力
打造一支与普陀经济社会发展
相适应的人才队伍，职业教育大
有作为、大有可为。

近年来，普陀招商引资成
果丰硕、新兴产业层出不穷，高
质量发展呈现喜人势头。与此
同时，我区深化技能人才培养
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构建“产教
训”融合、“政企社”协同、“育选
用”贯通的技能人才培育体系，
大力实施“金蓝领”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和民生服务业发展，加强重
点产业和社会急需紧缺人才培
养力度。如此“两手齐抓”，既
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又
为共同富裕打好素质基础。

产业发展离不开人才支
撑，其中技能型人才同样是各
行各业不可或缺的“压舱石”。

可以说，人才资源也是投资环
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招
不到技术工人的地方，企业连
正常运行都难以保证，更不用
说发展壮大了。因此，人才资
源贫瘠，再优惠的招商政策也
会黯然失色。

同时，只有将产业优势转
化为就业优势，才能更好地促
进共同富裕。普陀经济社会蓬
勃发展，为社会提供大量就业
岗位。但是，就业不是“拉郎
配”，没有金刚钻就揽不到瓷器
活。企业转型升级对员工素质
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通过技
能充电才能抓住就业机会、跻
身共同富裕，否则就会“近水楼
台难得月”。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是我区
“民生实事关键小事一百件”的
其中一项，而对于每一位心怀

“本领恐慌”的劳动者来说，更
应视作不容错过的“人生大
事”。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
人。只有积极参与培训、努力
提高技能，才能赢得发展机遇、
赢得美丽人生。

一技在身好致富
□大力

为帮助消费者正确选购和科学
食用保健食品，防范保健食品欺诈
和虚假宣传，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区食药安办发布保健食品消费提醒
如下：

一、保健食品是食品，不是药
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消费
者选购保健食品，特别是少年儿童、
中老年人以及疾病患者选购保健食
品时，要谨防虚假夸大宣传行为，更
不能将保健食品用于治疗疾病。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有关规定，国家对保健食品
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监督管理，保健
食品应依法取得注册证书或备案凭
证。保健食品广告内容应经保健食
品生产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审查
批准，取得保健食品广告批准文件，
还应当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三、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
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消费
者选购保健食品时，要认准产品包
装上的保健食品“蓝帽子”标志和注
册号/备案号，根据保健食品的保健
功能、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等信息

科学选择，并按标签、说明书的要求
食用，切忌盲目购买和使用。保健
食品产品信息可在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网站查询。

四、购买保健食品要到合法正
规的店铺。销售保健食品的店铺应
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其经营范围
应注明保健食品销售。消费者可通
过超市、药店、专卖店等渠道购买保
健食品，注意查看其食品经营许可
证，并索要发票或销售凭据。

五、网购保健食品要通过正规
的电商平台，仔细核对其食品经营
许可证和保健食品注册证书或备案
凭证信息。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
按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不执行
有关商品首次进口许可批件、注册
或备案要求。消费者应注意选购风
险，购买前要认真、详细阅读电商平
台上的风险告知书内容，结合自身
风险承担能力做出判断后方可下单
购买。

六、消费者发现利用包括旅游、
会议、讲座、健康咨询在内的任何方
式对保健食品进行虚假宣传，或对
所购买的保健食品质量安全存有疑
问的，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也可拨打12345或12315热线进行
投诉举报。

舟山市普陀区食品药品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

保健食品消费提醒

10月16日上午，由区总工会
主办、区工人文化宫和区羽毛球
协会承办的2021普陀区职工羽
毛球精英赛在普陀全民健身中心
举行，来自我区各机关、企事业单
位的82名选手参赛。比赛现场，
选手们激烈比拼，展现了很高的
竞技水平，现场加油声和叫好声
此起彼伏。

（记者 张迟 通讯员 张玲舟）

职工羽毛球
精英赛开赛

10月14日上午，桃花中心幼
儿园在园部“茗食基地”开展“秋
之韵，耕种欢”快乐种植活动，向
孩子科普种植知识，并邀请家长
作为“农耕种植专家”，带领小农
娃们松土、挖洞、播种。此次活
动，孩子们走进田间，感受到生命
成长的奥秘，体验到食物的来之
不易。

（记者 张迟 通讯员 虞莉娜）

小农娃们
体验秋种

本报讯（记者 郭杰 通讯员
王凯）“好足嘞！这样的网络安全
知识宣传贴心又实用。”近日的一
个傍晚，市民王阿姨在沈家门夜排
档用餐时收到一份印有《网络安全
四须知》的湿纸巾。上周起，这些
“干货满满”的宣传湿纸巾陆续出
现在沈家门夜排档68家摊位中，
向市民、食客免费发放。

陌生网络链接、电信诈骗、金融
诈骗……手机和网络的普及，在方
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隐
患。基于此，从本月初开始，区委网

信办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
全靠人民”的活动主题，精心组织策
划开展了各具特色的网络安全宣传
活动。发放宣传湿纸巾是网络安全
周宣传活动的其中一项内容。区委
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说，网络安全涉
及方方面面，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关
乎我们每个人的信息安全，需要全
社会共同参与。

为了营造风清气正、和谐清朗
的网络空间，依托“网络安全周”载
体，区委网信办线上线下多端发力，
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在线下领

域，区委网信办联合公安、住建、司
法等相关部门，在居民小区、公园等
地悬挂网络安全知识宣传条幅；在
车站码头、商场超市的电子屏循环
播放网络安全知识；通过送戏下乡、
丁阿伯说法等线下活动，激发网民
学法、懂法、用法的热情。在线上领
域，依托普陀平安、普陀青年汇微信
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线上“身
边的典型案例”、网络课堂学习等，
提升宣传效果。

同时，为保障重点单位网络信
息安全，今年以来，我区还着力部

署“云监测”态势感知平台，完善风
险预警、处置反馈、应急指挥等一
体化技术体系建设，对全区机关单
位、学校、重点涉网企业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开展渗透突击
检查，全面排查网络安全漏洞，发
现的隐患问题及时指导整改。

“今后我们将继续加大宣传力
度、覆盖面，推动媒体、机关、企业、
学校、社会组织广泛开展普及网络
安全宣传活动，共同构筑我区网络
安全坚实屏障。”区委网信办相关
负责人说。

我区多举措开展网络安全周宣传活动

共同构筑网络安全坚实屏障

本报讯（记者 刘珈伶 通讯员
韩佳义)“我来补领婚姻登记证。”
10月14日下午，记者在区行政服
务中心二楼婚姻登记窗口看到，这
里陆续有市民前来补领婚姻登记
证。工作人员在对相关资料进行
审查后，约20分钟时间婚姻登记
证就能补领到手。这是我区近日
开展的免费补领婚姻登记证工作
的一个场景。

据了解，开展免费补领婚姻登
记证工作，旨在补充完善全区婚姻
登记证电子证照库，实现数据和电

子证照网络实时共享，深化婚姻登
记数字化改革,切实解决早年历史
档案数据的缺失问题。

“前期与区档案馆、各镇（街道、
管委会）对接，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
证工作进行全面宣传，扩大群众知
晓度和参与度。”据区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补领婚姻登记证对象为
2004年8月1日全区集中登记前办
理婚姻登记的人员，以及未办理结
婚登记手续的人员。补领婚姻登记
证工作为期3年，力争至2023年底
全面完成婚姻登记的补证工作。

下一步，区民政局将在婚姻登
记场所、行政服务中心、社区（乡
镇）便民中心等办事窗口（大厅）、
门户网站、政务服务平台、政务微
博、微信公众平台等广泛开展补领
婚姻登记证工作宣传。同时，通过
上门走访、走村入户等形式，全方
位开展补证宣传引导，不断扩大群
众知晓度、参与度。同时，婚姻登
记处工作人员还将为老年人、残疾
人等特殊补证对象提供人性化、便
捷化服务。

区民政部门提醒：凡2004年8

月1日前在普陀区各乡镇登记结婚
的以及没有婚姻登记证的居民，请
就近到省内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进
行婚姻登记证免费补领登记。双
方当事人携带身份证原件、户口簿
原件、结婚证原件（或结婚档案，可
在区行政服务中心1楼1号窗口或
者区档案馆查询）、三张2寸合照
（也可在区行政服务中心1楼拍
摄）。咨询电话：0580-3032203；咨
询地址：东港街道海印路1055号普
陀全民健身中心东门二楼婚姻登
记大厅。

免费补领婚姻登记证全面铺开
凡2004年8月1日前在普陀区各乡镇登记结婚的以及没有婚姻登记

证的居民，请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进行婚姻登记证免费补领登记

本报讯（通讯员 姚伟 记者 丁
琪蜜）东极镇近日开展“学党史 亮
笔记 转学风 促实干”活动，以进一
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实走深，提
高机关青年党员干部的学习热情与
积极性。

活动中，青年党员干部围坐在一
起，仔细翻阅每一本党史学习教育笔
记本。有的笔记，按照记录时间轴，

规范记载着各类党史学习教育要点；
有的笔记，用各类颜色字体突出不同
学习重点；还有的笔记，从大标题到
小标题，依次归类，内容齐全……

通过亮笔记的方式找差距、补
短板，为青年党员干部学党史注入
了强力催化剂，充分发扬了机关内
部比学赶超的学习精神，推动了各
项工作高效落实。

亮笔记 转学风 促实干

东极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实走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