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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晴间多云，东南风2～3级，-8～7℃ / 24日，晴间多云，南风转西南风3～4级，-4～11℃ / 25日，晴间多云，西南风3～4级增强至4～5级，2～15℃ /

06—10

淄博2月22日讯 今年以
来，淄博市市场监管局以“提升
消费者满意度，降低投诉举报增
长速度，提高消费维权效能”为
目标，进一步完善消费维权工作
机制，打造淄博“12345”消费维
权模式，改善消费环境，让消费
者买得放心、用得放心、吃得放心。

实行“一个”相对集中。中
心城区在投诉集中的市场、商
圈、街区等商业聚集区域，根据
需要设置1处消费维权工作站，
延伸消费维权工作触角，方便群
众就近维权。具备条件的区县
局建设1处集中维权中心，相对
集中受理、处理投诉举报，明确
指挥中心与科室、市场监管所的
职责，科学确立受理处理投诉，
分流转办举报为主的扁平化分
工协作机制。倾斜配置资源，根
据指挥中心职能、工作量、岗位

实际需求，将专业优秀人才、新
招录人员充实到中心岗位，积极
向社会购买调解服务，提高维权
中心的专业能力和水平。

落实“两个”主体责任。落
实市场主体责任，以“放心消费
在淄博”创建为工作载体，对放
心消费示范单位加强动态管理
和服务指导；从经营者个体向经
营者集聚区延伸，从市场监管领
域向多部门工作领域延伸，从流
通领域向生产领域延伸，从线下
向线上延伸，从城市向农村延
伸，扩大创建增量。落实监管者
主体责任，加强市场监管，促进
消费品质提升，坚持底线高线共
同发力，落实“四个最严”要求，
守住守牢“五条”安全底线，深入
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巩固提升食
品安全城市创建成果，净化网络
交易空间，严查价格违法行为，

深入推进诚信计量行动，严查一
批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案件，聚
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推行“三项”公示制度。公
示投诉举报效能评价结果。每
月公示区县局12315投诉举报
效能评价情况，打分排名情况，
推进落实即时分送、24小时回应
的要求，全力推动消费纠纷化解
能力和水平。公示重点经营者
消费投诉信息。每月公示投诉
量较多的重点经营者处理消费
投诉情况，推动经营者改善商品
质量和服务水平，传导压力，压
实消费维权第一责任人责任，从
源头上推动减少投诉举报数量。
公示消费投诉典型案例。每季
度公示一批消费投诉典型工作
案例，以案促改、以案普法、以案
促学，警示经营者，提示消费者，
指导监管者。

畅通“四个”维权渠道。开
展消费维权服务站规范化建设。
全力提升678处消费维权服务
站工作能力，打造样板站、规范
站，推动消费纠纷化解在源头、
和解在企业、解决在基层。深入
推动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工作。
在6166家承诺无理由退货企业
的基础上，新发展10000家市场
主体承诺无理由退货，打造50家
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样板企业，
构建无忧消费环境。高质量推
进在线消费纠纷解决（ODR）机
制建设。规范化建设 835家
ODR企业，大力开展消费纠纷
线上和解，降低行政成本，减少
维权成本。推动社会监督渠道
畅通。发挥6839个综治网格
6916名网格员的作用，规范工
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将消费
维权触角延伸到群众身边。

推动“五调”联动模式。完
善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进一
步凝聚社会力量，建立“自我和
解”“行政调解”“社会调解”“人
民调解”“司法调解”联动机制，
形成合理分工、协调配合、紧密
衔接的良性互动格局。推进基
层消费维权网络建设，进一步理
顺区县消保委组织和机构建设，
完善基层消保委架构，整合发挥
消费维权服务站、人民调解室、
司法调解室、合同仲裁庭、律师
事务所、诉前调解室、“云端调解
室”的作用，建立各级消费纠纷
调解专家库，健全完善多元调解
衔接机制，形成多层次、多途径、
低成本、高效率的消费纠纷化解
渠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刘文思 通讯员 周赤
诚 贾莹

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放心、吃得放心

淄博打造“12345”消费维权模式

“在我们村的考古挖掘已经
有近两年的时间，此前对外发布
的考古项目名是齐国故城考古，
最近看了新闻才知道这里就是
稷下学宫遗址。心里真是有一
种由衷的自豪感，没想到中国最
早的高等学府遗址就在我们村，
那我们村就是中国最早的大学
城了！”2月21日，小徐村“两委”
成员刘营高兴地说。

齐都镇被视为古齐国的“皇
城根”，在齐都镇曾发掘出殉马
坑等知名文物遗产，近年来的发
掘进一步明确了齐国故城遗址
范围，这一遗址的确定，被刘营
称之为“最大的精神财富”。

随着稷下学宫遗址基本确
定，中国最早官方举办、私家主
持的高等学府越来越清晰地展
现在世人面前。21日，大众日报
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来到位于
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小徐村西
的齐国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
址群，这里被基本认定为稷下学
宫遗址。

小徐村建筑基址群被考证
为稷下学宫遗址，无疑是轰动性
新闻。记者在这一遗址考古现
场看到，建筑基址就位于小徐村
西的一片麦田里，基址埋藏深度
不深，与周边麦地水平面相差只
有50厘米左右。世世代代生活
在此的村民此前谁都想不到，这
里竟然有着如此辉煌的历史。

“我们这些年犁地一般也就挖30
至40厘米深，距离这些古建筑
群只有10厘米左右的距离。而
修的一条主干路遄台路，恰恰从
遗址的外围经过，这么多年方才
露出稷下学宫的真面貌。”刘
营说。

尽管原来不知道这里曾是
稷下学宫遗址，可是横穿遗址的

一条路“黉大路”却赫赫有名。
村 民 胡 世 义 告 诉 记 者 ，黉
（hóng），意指“古代学校”，黉
大路就是通向古代学校的大道。

在考古现场，记者看到几
名工人正在清理古遗址上面覆

盖的毡布和浮土，清理的毡布
是冬季用于遗址“保暖”所用。
随着天气转暖，考古发掘速度
将进一步加快。目前发掘和探
测的范围大约有2000平方米，
建筑遗址的轮廓已经清晰可

见。从现场来看，张贴的“临淄
齐国故城小城西门西侧夯土基
址简介”表明，遗址位于齐国故
城小城西门西南侧，紧临城墙，
夯土建筑群位于西墙外侧，紧
临西墙，距西门约150米。整体

呈东西向，东西约220米，南北
约190米，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
基址分布规律，成四排分布，共
计15组，北部三排各分布3组，
多大型建筑，南部一排分布6
组，均为小型建筑。大型建筑
基址约650平方米，小型多为
150至400平方米。通过两年
多的发掘，可知建筑基址与小
城西墙相接，未见壕沟；其南部
存在宽约6米夯土墙垣，部分区
域在墙垣下预置排水管道，墙
体南侧存在宽约6至 8米的
壕沟。

被誉为“中国古代思想轴心
时代源泉”的稷下学宫，是战国
时期的高等学府，作为当时百家
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
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
其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重大，对
于深度挖掘城市文化价值大有
裨益。

今年淄博市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实施齐文化传承创新突
破行动，加快齐国故城考古遗址
公园、齐长城文化公园、“齐风胜
境”文旅综合体等项目建设，推
动齐国故城遗址、蹴鞠等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2022年临淄区政
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抓
好历史文脉保护传承。未来，随
着项目进一步推进，将带来更大
惊喜。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银峰 徐晋 李超颖
通讯员 高溟辰

“我们村就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城!”
记者实地探访稷下学宫遗址发掘现场

农田中被发掘的稷下学宫遗址。

现场清理出来的遗址原貌。 稷下学宫遗址发掘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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