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信访工作法治
化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实现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推进信
访工作法治化是必经之路。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是贯彻落实
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旨在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信访工作，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纠
纷中的权威地位，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维护社会秩序，在
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
法的良好环境。

今天的“信访工作法治化”宣传专栏继续详细解读政策规
定。

2024年7月12日 星期五
农历甲辰年六月初七 P3责任编辑 孙 杰

电话 3155707 电邮 czrbmsxw@163.com
民生视线

MINSHENG SHIXIAN

沧州美食如何靠沧州美食如何靠““食力食力””出圈出圈？？
本报记者 李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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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县春酝沧县春酝““鸡跳脚鸡跳脚””
玉米面入选玉米面入选

信访工作法治化政策解读信访工作法治化政策解读（（四四））

信访人应当知道关于信访
事项期间的规定有哪些？

《信访工作条例》第二十二条第
一款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

收到信访事项，应当予以登记，并区
分情况，在 15日内分别按照下列方
式处理：

《信访工作条例》二十六条第二
款规定：对信访人直接提出的信访
事项，有关机关、单位能够当场告

知的，应当当场书面告知；不能当
场告知的，应当自收到信访事项之
日起 15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但信
访人的姓名（名称）、住址不清的除
外。

《信访工作条例》 二十六条第
三款规定：对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
或者本系统上级机关、单位转送、
交办的信访事项，属于本机关、单
位职权范围的，有关机关、单位应
当自收到之日起 15 日内书面告知
信访人接收情况以及处理途径和程
序。

《信访工作条例》 三十四条规
定：对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六项规定
的信访事项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60日
内办结；情况复杂的，经本机关、单
位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
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30日，并
告知信访人延期理由。

简而言之，信访部门登记后，
区分情况应在 15 日内转送、交办；
有关机关、单位应当自收到转送、
交办的信访事项之日起 15日内书面
告知信访人接收情况以及处理途径
和程序；信访事项应当自受理之日
起 60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延长
期限不得超过 30日，并告知信访人
延期理由。也就是信访事项受理之
日起，最长办理期限是 90日。信访
人在规定期限内向受理、办理机
关、单位的上级机关、单位又提出
同一信访事项的，上级机关、单位
不予受理。

对信访答复意见不服的救
济途径有哪些？应当到什么机
关、单位提出？

《信访工作条例》第三十五条规

定：信访人对信访处理意见不服的，
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 30日内
请求原办理机关、单位的上一级机
关、单位复查。收到复查请求的机
关、单位应当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
30日内提出复查意见，并予以书面答
复。

《信访工作条例》第三十六条第
一款规定：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服
的，可以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 30
日内向复查机关、单位的上一级机
关、单位请求复核。收到复核请求的
机关、单位应当自收到复核请求之日
起30日内提出复核意见。

《信访工作条例》第三十六条第
三款规定：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服，
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
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和其他
机关、单位不再受理。

根据上述规定，信访人对处

理意见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书面
答 复 之 日 起 30 日 内 请 求 原 办 理
机关、单位的上一级机关、单位
复查；对复查意见不服的，可以
自 收 到 书 面 答 复 之 日 起 30 日 内
向 复 查 机 关 、 单 位 的 上 一 级 机
关、单位请求复核；信访人对复
核意见不服，仍然以同一事实和
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党委
和政府信访部门和其他机关、单
位不再受理。复查机关是非垂直
领导的设区市以上党委或者政府
工作部门的，复核机关可以是复
查机关的上级主管部门，也可以
是本级党委或者政府；复查机关
是实行垂直领导的部门的，复核
机关为其上一级主管部门；复查
机关是省委或者省政府工作部门
的 ， 复 核 机 关 是 省 委 或 者 省 政
府。

本报讯 （记者郭彬 胡学
敏） 近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
中心公布 2024年第一批农耕农
品记忆索引名录信息，沧县春
润农业专业合作社申请的春酝

“鸡跳脚”玉米面榜上有名。
“鸡跳脚”玉米是农村老辈

人对一种特殊玉米的俗称，因
玉米植株较矮，农村的鸡跳起
脚就能够得着而得名。这种玉
米亩产仅 150至 200公斤，磨出
来的玉米面、玉米碴子营养价
值高、营养元素丰富，用来熬
粥，香味浓郁，非常受消费者
欢迎。沧县春润农业专业合作
社种植“鸡跳脚”玉米 2000
亩，全部位于兴济镇南堤村，
年产量350吨。同时，合作社投

入 80余万元购进流水线加工设
备，可将玉米加工成玉米面。
2023 年，合作社生产的春酝

“鸡跳脚”玉米面经中国绿色食
品发展中心审核，被认定为绿
色食品A级食品，许可使用绿色
食品标志。

据了解，农耕农品记忆索
引名录征集，是中国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开展的探索性工作，
旨在通过挖掘具有独特生产、
加工、贮藏、保鲜、消费、技
艺与品质特性、风格特色的农
产品及相关产品，充分展示独
具农耕文化的乡村风貌、乡土
特产和农耕资源，满足公众对
农耕农品传承与感悟体验的需
要，推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孟村回族自治县文化馆孟村回族自治县文化馆孟村回族自治县文化馆

举办暑期公益课堂举办暑期公益课堂
传授传统篆刻技艺传授传统篆刻技艺

本报讯 （记者胡学敏） 日
前，在孟村回族自治县文化艺
术中心，当地文化馆举办的第
八期暑期公益篆刻班开课，30
名少年儿童在老师指导下，手
执刻刀，学习篆刻技法。

据悉，这个公益篆刻班自
2020年开始举办，设有成人班
和少儿班，暑期以少儿班为
主，主要招收 9 岁到 15 岁学
生，课程内容包括 《篆刻学》
基础知识、篆刻的临摹与创作
等。截至目前，培训班已培训
学员2000余人次。

“这次公益篆刻班分为两个
班上课，每天上午下午各一个
班，学习三周，学员从零基础
学起，学习后达到独立创作水
准，能完成简单姓名章或闲章
的制作。”孟村回族自治县书宛
乡印社社长李国辉担任篆刻班
主讲老师，他介绍，举办公益
篆刻班，就是想让少儿通过篆
刻学习，喜欢上篆刻文化，将
这门传统技艺传下去。经过多
年的学习，如今已有不少学员
掌握了篆刻技能，还在一些展
览、比赛中崭露头角。

本报讯 （记者胡学敏） 日
前，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与
山西传媒学院签署教学实践基
地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多方
面合作，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据介绍，山西传媒学院将
在学科建设、教学科研、人才
引进、实习实训、杂技非遗数
字化保护与新媒体传播等方面
给予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支持，
为学校发展建设提供帮助；吴

桥杂技艺术学校将为山西传媒
学院师生来校学习杂技、魔
术、武术等提供保障和配合工
作，并为学生们进行拍摄、采
访等实践活动创造条件。

“杂技学校有着良好发展态
势，干事创业氛围浓厚，我们希
望和杂技学校携手推进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山西传媒学院党委
书记吴刚表示，双方将共享实践
成果，共同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吴桥杂技艺术学校与山西传媒学院签约吴桥杂技艺术学校与山西传媒学院签约吴桥杂技艺术学校与山西传媒学院签约

以杂技为媒以杂技为媒 促教学相长促教学相长

市邮政管理局开设托管班市邮政管理局开设托管班

解决暑期职工子女解决暑期职工子女
““看护难看护难””

本报讯（记者王汝汀） 正值暑假，11岁小
学生刘伊添每天跟随父亲刘荣胜来到市邮政管理
局，参加这家单位为职工子女开办的暑期托管
班。托管班的举办，解除了职工的后顾之忧，让
他们可以更加安心地投入工作。

为了解决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市
邮政管理局开设了为期 60天的托管班。托管期
间，每天有专人负责班级的监督运营，孩子们可
以在这里学习绘画、彩泥、手工等课程，还能参
加安全教育、红色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活动。
今年，共有8名员工的孩子参加托管班。

“我和我爱人的工作都比较忙，暑期看孩子
成了难题。单位开设的托管班，既为我们解决了
照看孩子的问题，还能让孩子在班里学知识、参
加活动，真得很有意义。”刘荣胜说。

“大伙儿为了行业健康发展勇挑重担，我们
也要为他们着想，为他们安心工作做好保障。”市
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将继续做好
托管班工作，创新课程内容，把孩子照顾好的同
时，不断增强职工的归属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近日，在河间姚福随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古法旗袍制作第四代传
人姚福随 （中） 向前来参观的景州旗袍协会一行20余人介绍古法旗
袍的传统工艺，并现场展示制作盘扣的手法。 董 雪 摄

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预计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预计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预计888月月月202020日结束日结束日结束
考生可通过多种方式查询结果考生可通过多种方式查询结果考生可通过多种方式查询结果

本报讯（记者韩学敏 通讯员张广
杰） 记者从市教育考试院获悉，今年
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已正式开
始，全部录取工作预计到 8月 20日结
束。届时，考生可通过多种方式查询
录取结果。

据介绍，各批次录取时间为：本
科提前批A段，7月7日至11日集中填
报志愿录取；7月 12日至 13日征集志
愿录取。本科提前批 B段、对口本科
批，7月 13日至 15日集中填报志愿录

取；7月 17日至 18日征集志愿录取。
本科提前批 C段，高校专项计划、高
水平运动队、部分定向等特殊类型招
生院校 7 月 19 日至 21 日录取。本科
批，7月 22日至 24日集中填报志愿录
取；7月 27日至 28日第一次征集志愿
录取；8月 2日至 3日第二次征集志愿
录取。专科提前批、对口专科批，8月
4日至6日集中填报志愿录取；8月8日
至9日征集志愿录取。专科批，8月10
日至 12日集中填报志愿录取；8月 15

日至 16日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8月
19日至20日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

考生可通过以下方式查询录取结
果：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河
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河北省
教育考试院 APP查询本人录取结果；
通过县（市、区）咨询服务站查询本
人录取结果；通过院校网站查询或者
直接向院校咨询。

市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提醒，
每批次（段）集中填报志愿和征集志

愿的各高校录取进度不尽相同，有的
录取结束时间较早，有的稍晚，因
此，填报同一批次（段）集中填报志
愿或者同一征集志愿的考生查询到本
人录取结果的时间不一定相同。如果
考生在本批次（段）征集计划公布前
或者下一批次（段）集中填报志愿录
取开始前仍未查询到本人录取结果，
可以按规定时间填报本批次（段）征
集志愿或者等待下一批次（段）志愿
的录取。

近日，任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主题宣传进社区活动。图为少先队员在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承诺书上签字。 孙亚靖 摄

近年来，跟着舌尖去旅行的“美
食游”持续走热。从淄博烧烤到哈尔
滨冻梨，再到天水麻辣烫，特色小吃
的“出圈”，带动了城市旅游业的发展
与繁荣。

与这些网红城市相比，我市拥有
的特色美食资源不遑多让，火锅鸡、
羊肠汤、驴肉火烧、狮子头等地道

“沧州味道”更是名声在外，吸引越来
越多游客前来品尝。

借鉴文旅网红城市经验，沧州如
何靠“食”力出圈，更好地打造独具
特色的美食文化，叫响沧州城市名
片？记者就此展开深入采访。

我市餐饮店迎来大批外地游客

7月 7日中午，记者在维明路一家
知名火锅鸡店看到，众多吃客正在店
内大快朵颐。一位来自北京的游客汤
女士说，早就听说沧州火锅鸡的大
名，果真麻辣鲜香，吃着特过瘾。“旁
边的和众油条也很有名，一会还要去
买个‘炸老虎’尝尝。”她说。

上个月，沧州首届火锅鸡节亮相
南川老街，一大批外地食客涌入狮
城，火锅鸡店人流如潮。“火锅鸡本身
名气在外，再加上火锅鸡节的带动，
现在不分工作日和节假日，来店里吃

饭的游客非常多，有的人不惜排队个
把钟头，也要尝尝这口。”新华区志强
路赵一锅火锅鸡店经营者杜先生说，
还有的客人自驾好几百公里，专程过
来“打卡”，很多人吃完火锅鸡，会接
着问“哪里的羊肠子好吃”。

“来沧州之前做攻略最少要吃10家
店，我去了小树林焖饼、犇鱻羴铁板
烧、根旺老菜馆、博施药膳堂、福华
泰肥牛火锅、白记手作……沧州的美
食太好吃了。”潍坊游客张女士说，这
些餐饮店生意火爆，很多门店需要提
前预约。

记者查阅某社交平台，搜索“沧
州美食”，显示有 4万余篇笔记，大家
分享着在沧州体验美食带来的乐趣，
留下“价格便宜”“味道惊艳”“没吃
够”等评价。

地方美食是城市另一种“地标”

吃是人们旅途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
要内容，到目的地美食店“打卡”已成
为越来越多游客的旅行“必选项”。

根 据 中 国 旅 游 研 究 院 发 布 的
《2023中国美食旅游发展报告》显示，
92.3%的受访者会在旅游前或旅游中做
美食攻略，93.1%的受访者将体验当地
美食作为旅游的主要目的之一。

“随着旅游空间从风景到场景的转
变，美食在旅游中的地位越发凸显。”
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积
极开展火锅鸡节等“文旅+美食”活
动，餐饮经济体现出潜力大、活力足
等特点。

沧州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很
多都是传统美食制作技艺，比如吴桥
宫面、杨家烧饼、河间驴肉火烧等，
传承至今依然保持特色。美食爱好者
陈先生表示，地方美食带有鲜明的地
域特色，是城市的另一种“地标”。

“我喜欢看《早餐中国》美食纪录片，
里面有两集介绍河北美食，讲的是咱
沧州羊肠子和火锅鸡。看着大家说着
沧州方言，大口吃肉，弹幕上的外地
人纷纷表示羡慕，心里别提有多自
豪。希望借由媒体和社交平台，让越
来越多的人认识沧州美食，来这里亲
身感受‘沧州人吃得多好’。”他说。

让“一时火”变成“长久热”

让“舌尖”带动“脚尖”，除了借
助直播、短视频等途径不断拓宽消费
场景，把流量变成“留量”，一些市民
也提出了自己的“点子”。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学生张帅说，
大学生善于制造话题，如果让羊肠

子、火锅鸡、驴肉火烧等进驻各地大
学的食堂，大学生们被美味征服，会
主动宣传这些美食。

喜欢旅行的市民王女士表示，沧
州可以通过建设非遗美食街等载体，
打造一系列互动体验式美食活动品
牌，向全国人民递出一张美食名片。

厨师尤建军建议，有关行业组织
可以联合专家、学者，加大对沧州饮
食文化的挖掘整理，探索绘制特色鲜
明的“沧州美食文化地图”，将各地

“名店、名菜、名厨”融入其中，方便
游客选择。

“当前，城市间的比拼，不仅是
GDP的较量，还要比‘人气’，深入研
究餐饮‘出圈’发展路径，可谓正当
其时、大有可为。”市文广旅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实现沧州“食”力出圈，
打造“沧州味道”，还要注意“以食带
景”，形成旅游带动美食、美食带动旅
游的生动局面，只有这样，才能让

“一时火”变成“长久热”，将美食
“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