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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报道部主办 倾情服务百姓 真情关注民生

微 调 查

民 生 关 注

在 基 层

跑 现 场

“米袋子”“菜篮子”“饭桌子”，看似琐碎
小事，却关乎着每个人的健康。曲阜市在营
造安全食品药品消费环境上开展规范整治，
规范三小业态，提升监管能力，食品药品监
管能力和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对
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满意度持续提高。

作为重大的民生问题，对食品药品安全
问题的关注也体现了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的需要基本要求。曲阜市在全市各镇党
委、街道党工委，组织召开了12场“双安双
创”动员大会和工作推进会议，对创建工作要
求和验收技术标准进行了广泛宣传和业务培
训。市食安办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组织

相关部门建立了创建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定
期召开工作调度会议，统一工作标准，沟通工
作信息，把握工作质量，督导工作进度。

近期，结合曲阜市的实际，加强食品监
管基层基础建设，采取有力措施，实现办公
场所、执法装备等方面全面达标。其中，在
各镇街驻地、企事业单位、村居社区、公园广
场、集贸市场、商场超市、大中型餐饮单位等
场所，建设了“双安双创”主题广场，建立宣
传阵地50余处，展示宣传壁画、护栏广告、
公益广告1000余幅，张贴宣传海报600余
幅，面向食品经营业户、消费者、企事业单位
职工发放宣传单页3万余张，动员食品经营

业户循环播放LED宣传标语，宣传覆盖面、
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浓厚氛围已经形成，
群众知晓率和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全面规范食品“三小”行业。曲阜市食
药监局联合多部门，进一步整顿、规范食品
摊点疏导点，提升食品小作坊、小餐饮规范
化管理水平，加强农贸市场规范化建设。全
市7处农贸市场全部建设了食品快检室，并
培训快检员20余名。持续开展食品“三小”
行业“一线助规范”活动，指导小餐饮、食品
摊贩落实“六项规范”，监督食品小作坊、小
餐饮、小摊贩依法依规生产经营。

记者 鲍童 通讯员 于惠惠

规范食品“三小”行业

食品安全关乎千家万户。近年来，为营造安全的食品
药品安全消费环境，嘉祥县不断创新工作思路，采取新举
措监管食品药品市场，同时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对经
营单位培训指导，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和销售不合格食品等
违法行为，有力维护了竞争有序的食品药品市场秩序，捍
卫了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为科学监管辖区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县食药监部门科
学划分网格，定区域、定人员、定职责，每个网格、每个监管
对象都有人管有人监督，将监管触角向基层延伸。“开展食
品安全网格化监管，能够从源头和根本上防范化解食品安
全风险。”该部门相关负责人说，食品安全网格化监管重在
建立查、防、控、处各环节紧密衔接，是一种构筑起各方责
权分明、职责落实、反应灵敏、全面监管的市场动态高效的
系统化体系，对市场实行全方位、全角度监管，提高了监管
效率和水平，使市场管理更加规范、科学、高效。

此外，该部门组织监管所人员对辖区内食品药品经营
单位进行拉网式的摸底调查，并将证照取得情况、经营场
所、业主基本情况、从业人员情况及卫生设施条件等信息进
一步完善，更新监管档案，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同时，不断
加强对经营单位培训指导，严格按照标准规范经营行为。

为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和销售不合格食品等违法行为，
该县食药监部门组织开展食品药品大检查百日行动、“守
护舌尖安全”活动以及对学校食堂、婴幼儿配方乳粉、畜禽
产品、调味品等系列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加大检测力度
和抽检频次，开展县级食品监督抽检22大类共2643批
次。今年以来，按照千人4批次的抽检要求，制订了3000
个批次的食品抽检计划。对此，该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检验，监管部门能够清楚地了解辖区食品药品安全现
状，检验合格让百姓放心，而对不合格的，县食药监部门将
依法对之进行严厉处罚，从源头捍卫老百姓舌尖上的安
全。 记者 梁琨 通讯员 薛海波 谷琳琳

网格化管理
保障群众食品安全

日前，任城区阜桥街道新刘庄社区邀请到市保健中心
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测量血压、血糖、血脂、把脉、健康咨
询、诊断等服务，并对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风湿等疾病人
群针对性治疗。

据统计，本次义诊，共接待群众110人次，颁发了100份健康
手册，受到社区居民群众的一致好评，居民贾敏阿姨竖起大拇指
说：“不出小区就能看病，真好”。 ■通讯员 张淼

■本报记者 王雁南
本报通讯员 乔志宇 摄影报道

无论是“民以食为天”，还是“病从口入”，
似乎都是讲“吃”的重要性。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
涉及千家万户，关系百姓生命安危，甚至影响
社会稳定的民生大事。但作为“食”的食材，
需要经过从地头到口头的过程，但这个过程
又要经历一个繁杂的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
现偏差，都有可能导致“病从口入”。

怎么守护好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让记
者带您走进鱼台，看他们是如何环环相扣，扣
牢食品安全链，守护好百姓“米袋子”“菜篮
子”“饭桌子”的。

架构网络监控源头

“质量是生命”，尤其对于食品来说，质量
更是关切到百姓的生命安危。怎样确保食品
质量？鱼台县的做法是，织密架构一张管理
网，让生产食品的任何一个环节都笼罩在监
管的大网下。为此，他们成立了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鱼台县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办公室，又在全县12个镇街
设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392个行政
村也都确立了1名专兼职监管员。组织结构
架起后，他们又借“互联网+”技术，设立了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控中心，19处大的生产基
地、12处镇（街）监管站实验室、18个重点农
资经营店、13家乡镇农资示范店全部收录在
监管中心的监控下。“实时监控，不仅对生产
经营者形成一种威摄，哪块基地什么时候打
药，啥时施肥，谁到哪家农资经营店购买农业
投入品，都有近一个月的视频录相保存，一旦
出现问题，均可按进出货台账，进行产品追
溯。我们还落实了农业投入品登记备案制
度，专设了一处高毒农药定点经营店，实行实
名制，谁想购买必须出示身份证。”县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办公室主任张波掷地有声地介
绍着。他说，要搞好食品质量安全，他们就要
从源头上严把农产品质量关，从“种子——收
获——加工”，每一个环节，以及每一个环节
内的关键时段，他们都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
的执法力量，对12个镇街开展一次拉网执法
大检查，每次都要历时2个月，加上开展的
春、夏季农业综合执法集中活动，再配合省、
市对农残的抽检行动，他们全年都要奔走在
百姓的田间地头、农资经营店间，时间上也达
到全程、全覆盖。

紧盯品牌 精细生产

3月30日，我们来到济宁金凤食品有限
公司，本打算进车间参观其生产流程，正在隔
离间换鞋、换衣，准备按六步洗手法洗手时，
公司董事长张圳上前很难为情地告诉大家：

“车间净化标准要求很高，若进入了，别影响
了这批食品质量？”我们被婉言拒绝了，只能
通过参观通道参观。虽被采访对象拒绝了现
场参观、拍照，我们内心深处却为他们为了

“质量”的那份坚守和执着而感动。“我们使用
的是10万级净化车间，作为食品生产，本不
应有这么高的洁净度要求，但为了高品质，为
了食品更安全，我们已超出了国家对食品生
产环境标准要求。所以进入车间，要先入隔
离间换鞋、换衣，经过6步洗手法洗手，再喷
洒酒精，风淋吹掉身上粉尘、毛发，进入车间
后，再用酒精对手和机器进行消毒，然后紫外
线杀菌，生产过程中，操作员还要每15分钟
对手进行一次消毒。”生怕我们误会，一边参
观，张圳一边讲解着他们的精细化管理，“内
包装质量控制标准比这里还要严格。”

金凤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9年，“金
凤”能由原来的小作坊发展到今天，全凭“质
量”作支撑了，“时时都紧绷着‘质量’、‘食品
安全’这根弦，每天都如同行走在‘刀尖’上！”
张圳非常严肃地说。为守住百姓心目中的

“金凤”品牌，为生产出好东西，他们一个环节
一个环节地抓品控，作为主原料的面粉，是经
过多次考察筛选出的国际品牌，尽管如此，仍
要搞好进厂前的验收和进厂后水份、组织、状
态、菌落的品质验收，一进一出都要严格把
关，自标准化生产10多年来，“金凤”食品从
没有出现任何质量安全问题。

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县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盯”的更紧，除加大对食品生产
企业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的摸底排查力度，
做好日常巡查、专项检查、监督抽检外，还要
配合国家抽检、省抽、市抽做好每年不少于一
次的抽检，“好东西，就是管出来的。”食药局
有关负责人说。

在王鲁丰谷米业基地，呈现在眼前的是
一望无际的麦田，但麦苗稀疏，麦垄间覆满了
苕子。“这是120亩，小麦只作为苕子的攀爬
秆，利用苕子吸收空气中氮肥的作用，待成熟
后，全部覆翻地下作有机绿色水稻的基肥。”
基地负责人刘宝启介绍。从水稻育苗、插秧
到收获，都不施用农药，只用防虫网、杀虫灯、
粘虫板、诱杀剂来防虫治虫，用沼渣沼液来补
充钾肥。包括“丰谷”在内，鱼台现已有两家
合作社通过了有机大米再认证。至2017年，
全县已有10多个主要农产品生产基地的主
要农产品通过了国家有机、绿色及无公害认
证，2016年3月31日，他们还获得了国家农
业部给鱼台大米频发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保护登记证书；2016年10月18日，鱼台毛木
耳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登记申报又通过
省专家级评审，鱼台昌健、振南2个木耳合作
社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济宁弛润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通过了农产品无公害认证。

由于高点定位，精准化管理，无论是配合
国家和省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还是配合
市级12次的监督抽检，检测产品安全质量合
格率均达到100%以上。

严防重守 把住“入口”

无论从种子到田间或到车间的东西再
好，如接触舌尖的东西出现问题，一切皆为
零。他们是如何把好“入口”关的呢？

在县城一家大型超市熙来攘往的人流
中，两名人员未打招呼，径直走进一楼的农检
公示柜台前，“我们卖场的膨化、休闲食品都
是由济南大仓统一配送，生鲜、蔬菜都有筛选
的专门供应商，每天进货，而进场后的第一步
就是要自行农检，公开公示结果，若做不到这
一点将受到严惩。”超市暗访质检人员介绍
说，“检查中一旦发现问题商品，将立即责令
下架销毁，并追溯供应商及原产地。食药监
部门对我们这类大型超市还有日常的巡查以
及每月至少一次的抽检。”

正如超市质检员所说，为坚守百姓“舌尖
上的安全”，县食药监局更是没少下功夫，他
们除将季度检查与日常监督检查相结合外，
又划出重点及次重点监管区域，对全县78家
中学、托幼机构食堂、小餐桌进行全覆盖检
查；对校园周边、农村食品市场、蒜薹风险监
测、畜禽水产品等开展专项整治；对承办“重
大活动”“酒席”“婚宴”的餐饮服务单位进行
重点检查，除要完成省局下达的流通领域42
个批次、市局下达的140个批次、县局1200

余批次的食品抽检外，他们还精心组织完成
了2620批次的食品快检。

3月30日，在县城一家承接“重大活动”
的酒店内，县食药监局餐饮科工作人员正在对
活动用餐食材进行随机抽样快检：“蔬菜、食用
油、肉类，都要进行相应指标的检测，若有任何
一样不合格，都要进行追溯。”科长刘志峰边检
测边介绍。每遇重大活动，他们都要派出专人
对定点餐饮服务单位进行全程跟踪监管。

为把紧“入口”关，除加强对大型餐饮服务
单位的监管外，对“小作坊、小餐饮、食品小摊
点”等食品“三小”也是不留一处死角，就连食用
植物油生产企业的管道、设备、容器以及包装材
料，包括瓶盖、垫片等是否使用含塑化剂的食品
接触材料，都要严格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
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等一一检测，严格把关。

“千好万好食品安全为好，金贵银贵生命
健康最贵！”刘志峰说，“只有一个环节一个环节
地监管，一个关口一个关口地严守，餐桌上的安
全才会多一层保障，百姓才会多一份幸福。”

环环相扣

守护好百姓“米袋子”“菜篮子”“饭桌子” 近日，汶上县民政局包保敬老院干部宋爱群向敬老院
老人介绍食品安全知识，严把“四关”守护敬老院入住老人

“舌尖上的安全”。
严把监督排查关。对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隐患的区域

和环节进行排查，联合县食药监局、卫计局等单位对养老
服务设施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和存在的隐患及时予以
解决。要求各敬老院落实食品安全管理责任，规范操作，
增强工作责任心，严防发生群体性食品安全事故。要求包
保干部针对敬老院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项目一月一检
查、一汇报。

严把餐饮环节关。采购的食品要新鲜卫生，生熟食品要
分开存放，食堂操作间要保持清洁卫生，不得吃过期、霉烂变
质的食品，孤寡老人不得将吃剩的饭菜带回寝室留作下次食
用，严防食物中毒事故发生。严格执行食堂卫生要求和制度，
按规定操作程序进行清洗、加工、烹饪，做到生熟分开。

严把培训宣传关。为确保“食品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县民政局强化人员培训和宣传教育的力度。要求食堂工
作人员定期检查身体，到期依规办理健康证，保证持证上
岗、健康上岗。对敬老院食品安全工作进行全方位、多层
次、高密度的宣传，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引起重视。开展
以食物中毒、夏季中暑等项目为主体的应急教育，提升敬
老院工作人员和入住老人的安全意识和救助能力。

严把应急值守关。落实敬老院24小时值班和应急值
守制度，落实食品安全应急预案，畅通食品安全投诉渠道
和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工作渠道，提高集中供养老人食品安
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通讯员 吕文 付善奎

严把“四关”
为了敬老院老人吃得舒心

“饿了，订外卖吧！”如今，这句话已渐
渐成为上班族、宅家族们的饮食习惯，动
动手指，食物就能送到手边。短短几年
来，网络餐饮业迅速发展，逐渐发展为我
国最热门的就餐方式和时尚潮流，网络餐
饮服务平台不断涌现，已成为餐饮业的主
要经营模式之一。但是，随着订餐量激增
和订餐平台的快速扩张，网络餐饮服务在
给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同时，食品安全问题
也日渐突出。

市民李女士就曾遭受网络订餐之害。
“当时，平台上有个新餐店，是做蔬菜沙拉
的。点了一份，谁知竟然引起肠胃不适
了。”李女士回想这一经历仍心有余悸。她
说，好在只是蔬菜，如果是肉蛋鱼类，后果
不堪设想。在生活中，像李女士这样有此
类食品安全遭遇的还有不少：“实物与宣传
不符”“食品品质、口感较差”“送到手上的
食物分量太少”……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网络订餐发展迅猛，方便了人
民群众生活，促进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但是，随着订餐量激增和订餐平台的快速
扩张，也出现了网络餐饮服务平台对入网
商家经营资质审核把关不严管理不到位、
对配送环节食品安全风险防范措施不落
实、投诉受理不及时、售后维权机制不健全
等问题，给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社会和谐稳
定造成负面影响。

为营造良好的网络平台食品安全消费
环境，今年，我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
加强对网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基础上，
要求各网络餐饮服务平台要落实审查责
任，确保入网商家具有实体经营门店许可
登记合法；要落实监督责任，确保线上线下
餐饮食品服务同标同质；要落实配送责任，
确保配送环节食品不受污染；要落实维权
责任，确保消费者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同

时，要求各入网餐饮商户严格落实国家省
市有关规定，切实履行食品安全责任义务，
规范经营行为，配合监管部门、网络餐饮服
务平台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餐饮消费环
境，促进“互联网+餐饮”健康发展。

做足监管工作的同时，该部门号召各
餐饮平台公开承诺、扎实践诺，加强自律，
夯实食品安全基础工作。活动中，一平台
负责人承诺，将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建立联络人制度，积极配合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对平台内网络订餐活动的日常监
管、监督抽查、投诉举报处理等工作。同
时，发挥外卖配送小哥的优势，在配送过程
中，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及时反馈，另一方
面，也能够在日常的工作中，随时对商户及
消费者开展食品安全的宣传工作。让外卖
配送小哥，既是我们的信息收集员，也是食
品安全宣传员，共同保障我市人民群众饮
食安全。 记者 梁琨

让“互联网+餐饮”更安全

近日，任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协同
辖区相关部门，在新体育馆开展“12331”食
品安全宣传活动，同时受理市民关于食品安
全方面的投诉。活动中，辖区学生也积极参
与进来。带队颜老师说，食品安全意识应从
小培养，通过宣传教育以及学生亲自动手发
放宣传纸，较好地提高学生的食品安全意
识。 ■记者 梁琨 摄

过期药品如同“定时炸
弹”一旦被误用，会严重威胁
健康。近日，爱心医药企业
走进金城街道牛市社区，用
纸巾、牙刷、洗衣液等生活用
品免费置换居民家中的过期
药品。据介绍，回收的过期

药品将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进行集中销毁，防止失效药品
回流市场，确保消费者的用药安全。此次活动，共回收过
期药品120余盒，有效帮助了居民消除过期失效药品带来
的隐患，提高了社区居民安全用药意识，同时也防止了过
期药品对环境造成污染。 ■记者 梁琨 摄

金凤食品有限公司10万级净化生产车间。

“金凤”留样室工作人员对产品进行了复检。

县食药监局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快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