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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市选拔100人左右
按照《通知》，今年全市选拔石家庄市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00人左右。

石家庄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实行四

年制动态管理，管理期内（限在本市工

作），每人每月享受500元的专家岗位工

作津贴，管理期内，又评为市级同类专家

称号的，本着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不重复

享受；获得省级以上专家称号的市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执行省以上专家称号的相应

津贴标准，不再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每

年享受一次免费健康体检，由石家庄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安排。

评审结果向社会公示一周。

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
《通知》明确了选拔程序。

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在单位同意公示

无异议后，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逐级上

报；申请人在市直属企事业单位工作的，

报其主管部门审核，符合条件的由其主管

部门报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申请人在县（市）区属企事业单位或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工作的，经

其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当地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审核，符合条件的由当地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报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

责对申报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人选进行

初审，并将审查材料一并提交市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

选拔范围和对象
在石家庄市企事业单位（含中央、省

驻石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事科学

研究、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为石家庄市

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和取得突出业绩

的优秀人才。男不超过55周岁，女不超

过50周岁。

党政群机关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

位的人员，已经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

管优秀专家”“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河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

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期内的河北省“三

三三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员以及“石

家庄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市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不在本次选拔推荐范

围。

申报材料
1.《2018年石家庄市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人选呈报表》《2018年石家庄市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人选登记表》《2018年石家庄

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人选一览表》各一式

一份，并提供电子（Word）文档。请在石

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公告

公示一栏（http://www.sjzrs.gov.cn）点击

本通知并下载相关表格。

2.身份证复印件一张。各种证书（职

称证、学历证、学位证、奖励证、荣誉证书

等）、资料（专利、论文、专著等）复印件一

套,左侧装订,要求加封面、列出目录，并提

供各类证书、资料的（pdf格式）电子版。

3.申报材料一律用A4型纸打印。

石市特殊津贴专家
选拔工作开始申请

为进一步加强石家庄市人才队伍

建设，近日，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印发《关于开展 2018 年度石家

庄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选拔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今年全市选拔石家庄市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 100 人左右，管理期内（限在

本市工作），每人每月享受 500 元的专

家岗位工作津贴。相关材料于2018年

5月31日前报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专技处，逾期不再受理。

本报记者 李春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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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的印象中，菜市场是和“脏、乱、差”联系在一起的，垃圾乱扔，污水横流。随着石家庄市提出提升

改造和新建一批“群众满意、政府放心”的便民菜市场，“超市化”菜市场在我们身边一个个出现了，干净整洁的

购物环境、人性化的设施设置颠覆了大家对原有菜市场的认知。

昨日，记者从石家庄市“双创双服”及“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便民市场建设工程现场动员大会上获悉，2018

年至2020年，省会计划完成新建或改建82家便民市场，其中，今年省会计划完成新建或改建便民市场数量不

少于40家，“超市化的管理模式、商场化的购物环境”为内涵的升级版标准化菜市场将会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李春炜 文/图

统一的木条纹铝合金吊顶、

干净整洁的地面防滑瓷砖、整齐

划一的蔬菜排列……这样的场

景并非是哪家大型超市，而是塔

北路菜市场。走进塔北路菜市

场，干净整洁的环境让人眼前一

亮。地上统一铺着浅灰色的防

滑瓷砖，中间水果蔬菜摊点四面

通透，两侧门店都是上下一体的

大玻璃推拉门，上方的招牌统一

都是浅绿色，整个菜市场灯光明

亮。每个商户门前都设置垃圾

桶，每隔数米设置一个消防栓，

市场上还有公平秤，让来这里购

物的消费者感到安心、放心。

“以前不是这样，去年这里

改造升级后，环境好了，更干净

了。”正在买菜的张女士说，这样

的环境逛着心情也很舒畅。而

且，让她感到尤为便利的是，在

这家菜市场买菜，均可以使用支

付宝等手机支付功能。“不用找

零、不用带现金，就可以买菜，十

分方便。”她说。

而对于带着孩子来买菜的

王女士来说，塔北路菜市场设置

的第三卫生间更让她感到方

便。“面积比普通卫生间大一倍

多，里面除了护理台外，马桶两

侧还有安全抓杆方便残障人士

使用。”王女士说，第三卫生间的

设置，解决了家长上厕所孩子无

处安放、子女协助老人如厕难等

问题，让她感觉特别温馨。

点击：
高颜值、智能化
菜市场获赞 “蜕变”的塔北路菜市场，只

是率先完成提升改造的菜市场之

一。2017 年，石家庄市有一批改

造和新建的“群众满意、政府放

心”便民菜市场逐步落成，这些

“高颜值”菜市场的出现，切实解

决菜市场“脏、乱、差”和市民“买

菜难”问题。

同时，今年石市还计划新建

或改建便民市场数量不少于 40

家，其中，桥西区、新华区、长安

区、裕华区等主城区每区要建设

不少于4家示范性便民市场；高新

区、鹿泉区、藁城区、栾城区、矿区

完成2家；其他县(市、区)不少于1

家。此外，2019年，省会计划完成

新建或改建便民市场数量不少于

25家，2020年，省会计划完成新建

或改建便民市场数量不少于 17

家。

新建或改建菜市场还将重点

实现“八项功能、五统一、五提

高”。其中，除了对布局、供排水、

配套设施、卫生消防等硬件功能

有要求外，还特别提出了建设智

慧型菜市场，探索O2O社区末端

配送等功能，还鼓励业态创新融

合，提供家政服务、美容美发等便

民服务措施。

同时，实现硬件基础设施水

平提高、购物舒适环境提高、食品

安全保障水平提高、信息化管理

水平提高、便民惠民利民服务意

识提高。力争达到“超市化的管

理模式、商场化的购物环境”为内

涵的升级版便民市场。

计划：今年新建或改建不少于40家

据悉，为了加快便民市场的

升级改造，省会还将采取一系列

的扶持政策。

便民市场建设工作实行简化

审批手续。在审批过程中，各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在政策许

可的范围内，在办理规划、土地等

手 续 方 面 给 予 支 持 。 经 各 县

（市）、区政府（管委会）核准的新

建、改建的便民市场，在辖区政府

相关部门备案后，即可施工建

设。市商务、市消防、市食药监等

部门在建设中给予规范指导。

同时，还将实行资金奖补。

其中，自2019年起，石家庄市政府

连续3年安排专项资金，对便民市

场建设工程项目进行奖补。生鲜

连锁超市营业面积不应小于 100

平方米，奖补比例不超过投资额

的 30%，奖补金额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菜市场营业面积不应小于

500平方米，奖补比例最高不超过

投资额的 30%，奖补金额最高不

超过50万元；农贸市场营业面积

不应小于400平方米，奖补比例最

高不超过投资额的 30%，奖补金

额最高不超过30万元。

据悉，石家庄市级财政奖补

范围适用于石家庄市内桥西区、

新华区、长安区、裕华区及高新

区。其他县（市）、区参照市级奖

补政策执行，由本级财政资金予

以解决；享受市级财政奖补的便

民市场项目，各区政府（管委会）

也要安排专项资金进行配套，支

持辖区内便民市场建设工程。

扶持：采取简化审批、资金奖补等措施

新建或改建的标准化便民市

场，如何能保持良好运营状态，也

是不少市民关心的问题。对此，

省会还提出要建立长效机制。

其中，省会将在《标准化菜市

场设置与管理规范》的基础上，制

定《石家庄市便民市场建设指导

规范》；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推

动石市以法规形式出台《石家庄

市便民市场管理办法》。

便民市场建设及日常管理工

作由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负责。辖区各职能部门加强监

管，部门联动，为市民提供安全放

心的食品、卫生整洁舒适的购物

环境。

各县（市）、区市场主管部门

要制定便民市场环境整洁标准，

定期对本辖区纳入管理的便民市

场实行环境整洁综合评比活动，

鼓励先进鞭策落后。

对享受政府资金奖补的便民

市场，各县（市）、区市场主管部门

要与其签订经营保证责任书。对

擅自改变使用性质的，要依法依

规限期纠正，恢复配套市场设施

的使用性质，否则，必须全额退还

政府奖补资金。

管理：主管部门将制定环境整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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