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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国考”笔试成绩和合格分数线公布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记者15日从国家公务员
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3年度考试录
用公务员笔试成绩和合格分数线公布，考生可于3月
15日起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3年度考试录
用公务员专题网站（http：//bm.scs.gov.cn/kl2023）
查询。
　　据介绍，今年划定笔试合格分数线时，既考虑到
新录用公务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又兼顾了不同类
别、不同层级机关招考职位对公务员能力的不同要
求，同时对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职位予以一
定的政策倾斜。
　　其中，中央机关和省级（含副省级）直属机构综
合管理类职位合格分数线为总分不低于105分，且行

政职业能力测验不低于60分；市（地）级和县（区）
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行政执法类职位合格分
数线为总分不低于95分，且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低于
50分；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山西、内蒙古、吉
林、黑龙江、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5个省区市）
的市（地）级、县（区）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和行
政执法类职位，定向招录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
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
业生退役士兵职位，非通用语职位，以及特殊专业职
位合格分数线为总分不低于90分，且行政职业能力测
验不低于45分。此外，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职
位、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职位和公安机关人民警

察职位统一组织了专业科目笔试，专业科目笔试合格
分数线为不低于45分。
　　各职位进入面试的人员名单将根据规定的面试比
例，按照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确定，面向社
会统一公布。面试工作由各招录机关具体实施。面试
前，将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3年度考试录用公
务员专题网站发布面试公告，载明面试人员名单、面
试最低分数线、面试时间、面试地点、联系方式以及
其他须知事项。
　　对于笔试合格人数与拟录用人数之比未达到规定
面试比例的部分职位，国家公务员局将组织公开调
剂，后续还将针对出现人员空缺的职位，面向社会统
一进行补充录用。

前2个月我市出口农产品迎来“开门红”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伟）近
日，记者从潍坊海关了解到，今年前2个月，潍坊
市出口农产品22亿元，较去年同期（下同）增长
8.4%，迎来“开门红”。
　　据潍坊海关统计，前2个月，潍坊市出口蔬菜
及食用菌7.5亿元，增长19.5%；饲料添加剂及动物
饲料2.7亿元，下降11.4%；葡萄糖等固体糖2.4亿元，
增长30.9%；禽肉及其制品2.1亿元，下降7.4%，以上合
计占农产品出口总值的66.8%。其中作为我市重要
的出口农产品，保鲜姜、保鲜洋葱、保鲜胡萝卜出口
分别增长35.6%、30%、21.2%。
　　从贸易伙伴看，日本、东盟、欧盟、韩国是

潍坊市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前2个月分别出口
5.9亿元、4.6亿元、2.7亿元、2.7亿元，合计占潍坊
市农产品出口总值的72.6%。同期，潍坊市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农产品6.5亿元，同比增长
21.4%，高于同期我市农产品整体出口增速6.3个百
分点。
　　近年来，潍坊海关立足职能、主动作为，以
打造特色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为目标，指导辖区
700余家农产品外贸企业，出口至130多个国家和
地区，推动潍坊国家农综区高质量发展，助力
“三个模式”创新提升，有效推动了全市农产品
出口工作的开展。

“潍县萝卜”“昌邑大姜”入选
《“好品山东”地理标志产品》图册

食品安全老生常谈

“舌尖安全”如何捍卫
□本报评论员 孙瑞荣

  吉野家是一家知名的快餐品牌，其食品质量
一直备受消费者的信赖。然而正是这家打着“给
顾客最新鲜、最高品质的食品”口号的百年老
店，所作所为却让人大跌眼镜，也让人们对于吉
野家的食品安全产生了质疑。
  本来消费者选择吉野家，就是冲着干净卫生
健康等卖点去的。结果不但钱花了，还可能吃出病
来。其实，这并不是吉野家第一次曝出食品安全问
题，之前就被曝出蔬菜过期变质、肉末发臭发酸、
食用油用到油质发黑都不更换等黑幕，如今更是
连蟑螂都吃出来了，怎能不让人恶心反胃。
  食品安全至关重要，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声誉
和发展，更关系到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可问题
恰恰在于，如今的餐饮行业里，食品安全屡屡成
为最大的短板。特别是在外卖充分融入大家日常
的当下，看不见的“后厨”便愈发成为监管的盲
区，而当商家被曝出食品安全问题时，都口口声
声要彻查、整改，但食品安全本身就应该是餐饮
企业恪守的底线，而不是出事后挽回品牌形象的
道歉。
  敢问是什么让商家选择铤而走险，置消费者
安全于不顾？究其原因，还是违法成本低、维权
成本高、法律震慑力不足等问题，导致相关企业
在食品安全和自身利益的权衡中偏向了后者。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筑牢食品安全
底线，单靠媒体曝光，一味地指哪打哪，打击食品
安全问题只会像“打地鼠”游戏，此起彼伏。解
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商家要提高责任心、摆正良
心，守规矩、知敬畏，加强对食材安全问题的检
查，在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严把餐饮服务质
量安全关。同时，也要把监管压得再实一些、盯得
再紧一些，面对潜在问题必须一根杆子插到底、
一把尺子量到底，对食品安全违法者要处罚到
人，杜绝“漏网之鱼”。如此，才能捍卫“舌尖
上的安全”，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吃出一只蟑螂后，执法人员去现场检查
又发现43只！3月15日，吉野家因此事登上
微博热搜。据悉，3月14日，北京吉野家快
餐有限公司昌平奥莱餐厅因违反食品安全
法，被北京市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
6.5万元。处罚详情为该餐厅1月13日销售的
“辣白菜猪肉双拼饭热卤套餐”中混入1只
蟑螂，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而值
得注意的是，当执法人员于1月16日进行现
场检查时，却发现距当事人被举报前最近一
次消杀仅5天，现场发现43只蟑螂。
            （据中新经纬）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伟）近
日，由山东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组织专家编
制的《“好品山东”地理标志产品》图册正式印
发，图册共收录全省25个“好品山东”地理标志
品牌产品，我市“潍县萝卜”“昌邑大姜”2件地
理标志产品入选，数量居全省前列。
　　近年来，市市场监管局积极实施商标品牌战
略，加强涉农龙头企业和区域公用品牌培育运
用，推动“商标品牌+协会+基地（龙头企业）+

农户”共建模式，有效促进了地理标志品牌的提
质增效、转型升级，为助力乡村振兴、服务农综
区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安丘大姜”“安丘大
葱”“青州柿干”正式获得中欧地理标志产品互
认互保。“寿光蔬菜”以15件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为基础，成功注册“寿光蔬菜”集体商标，
也是全国蔬菜产业唯一的集体商标。截至目前，
我市共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101件，居全省第2
位；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2件，居全省首位。

我省将调整优化地方储备粮规模
  新华社济南3月15日电 记者从山东省政府新
闻办1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山东将进一
步调整优化地方储备粮规模总量、区域布局和品
种结构，指导各地通过品种串换等方式，适当增
加玉米、大豆储备。
　　据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伟华介绍，山东还将改造提升储备设施，完成
好236万吨仓容升级改造和新建扩建任务；深入推
进粮食购销领域监管信息化建设，加强穿透式监
管，实现政策性粮食信息化监管全覆盖。
　　在产业方面，山东将以优质粮食工程、齐鲁
粮油品牌为“双引擎”，推动粮食产业高端化、

绿色化发展。在供给方面，山东鼓励支持企业延
伸产业链、创新价值链、丰富供应链，提升精深
加工转化率、循环利用率，增加优质粮油产品供
给，满足城乡居民多样化、健康化、品质化的消
费升级需求；完善山东粮油团体标准体系，开展
好粮油产品遴选工作。
　　此外，在要素高质量发展方面，山东将鼓
励小麦、玉米、大豆、高油酸花生油等四大国
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强化关键技术科研攻关，办
好“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山东主
会场活动，开展科技“三对接”和人才供需
对接。

我国开展2023年度全国科技馆联合行动
  据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为强化全国科技馆
联动共享，推进现代科技馆体系高质量发展，中
国科协日前印发通知，中国科学技术馆和中国自
然科学博物馆学会科技馆专业委员会将联合全国
各地科技馆开展2023年度全国科技馆联合行动。
　　根据通知，今年联合行动的主题是“奋进科
普新征程”，内容包括主题联动科普活动、行业
交流研讨活动、优质科学教育资源成果固化、全
年活动交流总结等板块，共13家省级科技馆承办
相关活动。
　　其中，主题联动科普活动将以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科学文化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围绕年度科技热点、科技时事或科技节日，
以“一月一主题”的方式在3月至11月开展，共开
展“美丽中国”“筑梦航天”“礼赞科学家”等8
期主题活动。
　　联合行动总体方案要求，每期主题联动科普
活动需组织动员一定数量的参与单位，其中省级
科技馆不少于10家，活动承办科技馆所在省内各
级科技馆参与率不低于50%，参加活动的中小学
校不少于100所；每期主题需组织开展线上线下各
类活动不少于250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