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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单辰

“只要是入口的，我们全力确保安全，
让百姓放心。”寿光市食品安全工作办公室
主任王德亭表示。

病死畜禽实现无害化处理

2013年12月25日，寿光金盛源固废处理
有限公司病死畜禽项目处理现场，总经理郭
百永向记者介绍：“从进料口把死猪、死鸡投
进来后，经过毁形粉碎、高温高压消毒灭菌、
智能控制传输、高速离心、油水分离等流
程，就能生产出肥料、生物柴油和沼气。”

金盛源依靠专业设备和处理技术，避免
了病死畜禽二次流通，实现了无害处理和高
效利用。

寿光是畜牧大市，生猪和家禽产业总值
占全市农业总收入的30%以上。2012年，全
市生猪出栏80余万头，鸡3000万只，鸭6000
万只。庞大的畜牧业养殖规模，带来大量病
死畜禽处理难题。焚烧污染空气，也造成大
量有机物浪费；深埋也有污染地下水的风
险。

为实现餐厨废弃物和病死畜禽的无害化
处理，防止病死畜禽和地沟油回流餐桌，从
源头上解决非法销售加工病死畜禽问题，寿
光出台相关办法，实行市场化运作，用政府
出资补贴养殖户和购买服务的方式，吸引社
会资金3500万元，于2013年4月建设了金盛源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

“现在平均每天处理500头猪、2500公斤
鸡。”郭百永说，无害化处理厂日设计处理
能力30吨。金盛源每收购处理1头病死猪政
府补贴80元，处理1公斤病死鸡鸭鹅等补贴
1 . 6元。

“打一个电话就上门服务，每头猪政府
还补贴20元钱，太省心了。”养殖户感受到
了无害处理的便利。

目前，无害化处理已经对寿光养殖场实
现全覆盖。

每件食品可查“前世今生”

奶粉质量如何？能给孩子吃吗？在寿
光，这些顾虑将随着食品安全信用与监控追
溯平台的启用而被打消。

该平台不仅能帮消费者识别产品质量，
甚至可以查到这罐奶粉产自哪头牛。

2013年1月，结合“智慧寿光”，寿光启
动食品安全信用与追溯系统工程建设，预计
2014年春节前启用。

王德亭表示，平台将实现“两服务、三
监控、三同步”，即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服
务，对企业、农民、部门的生产和工作进行

监控，在电视端、手机端、电脑端同步显
示。平台对食品生产、流通、仓储、餐饮等
环节全程监管，实现食品安全追溯，问题食
品有据可查。

据了解，食品安全信用与监控追溯平台
共有七大子系统，直接与消费者相关的有食
品安全追溯系统和公共服务系统。

食品安全追溯系统自动整理和分析采集
各类涉食企业上报的数据，如供应商数据、
生产企业数据、索证索票数据和进销货台账
数据。通过分析这些数据，系统形成食品的
产销供数据链。当食品安全等突发事件发生
时，通过系统执法人员可以对问题食品“快
速锁定、精准打击”。

公众服务系统主要是及时公开权威的食
品安全信息，如政策法规、问题食品、食品
安全常识和食品安全预警等。同时，消费者

也可以查询所需信息和投诉举报问题食品。
为保证平台真正发挥作用，寿光建立了

一整套监管办法。通过系统的数据分析，形
成预警、告警机制，一旦发现数据漏报瞒
报，系统自动通知相关监管负责人进行处
理。

群众举报，件件落实

2013年12月20日凌晨5:00，根据群众举
报，寿光食安办组织工商局、畜牧局、公安
局治安大队对西关市场一处熟食摊贩和水产
品专卖店进行突击检查。检查中发现，水产
店销售过期的调味品，工商局命其销毁，并
进行了处罚。

这仅是寿光开展两节食品安全大检查行
动中的一次。两年来，这样的联合执法先后
组织开展了76次，捣毁黑窝点、黑作坊168
个，依法处理违法人员160人。立案侦查非
法生产白酒、红葡萄酒，非法炼制动物油、
购销加工病死畜禽，非法加工甜饼、火腿
肠，非法加工面条，非法使用甲醛泡制海
带、有毒牛肚、吊白块蛋糕、假羊肉、有毒
猪头猪蹄、毒豆芽等案件75起，查扣、销毁
假冒伪劣食品300吨。

“群众是食品安全的参与者，也是食品
环节的最终消费者。广泛发动群众举报，是
抓好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举措。”王德亭介
绍，2011年9月寿光出台《食品安全有奖举报
办法》，设立举报奖励专项基金100万元。
两年多来，食安办收到举报93起，查实85
起，举报案件办结率100%。兑付举报奖励22
万元，其中对两起重大案件分别兑付举报人
最高奖5万元。

鲜奶吧是新兴行业，两年前在寿光迅速
兴起。但对鲜奶吧管理，上级没有明确规
定，出现了监管职责不明确、无序经营、无
证照经营等问题。2011年11月，寿光出台暂
行办法，要求所有鲜奶吧必须设立餐桌，明
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主管部门，鲜奶吧
得以规范管理。

□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截至2013年底，寿光市15

个镇街区的975个行政村实现农村集中供水
100%全覆盖，农村受益人口88 . 38万，水质
合格率达98%。

寿光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225立方
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9。此外，寿光
中部有一条明显的东西向的咸淡水分界线，
分界线以北受海水入侵影响，地下水多为咸
水。分界线以南地下水虽为淡水，但部分地
区地下水含氟量高，个别区域受过境河流影
响，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不适于饮用，饮

水难一直困扰着农村地区。
据纪台镇纪检书记贾立生介绍，为了喝

上纯净水，不少百姓自己打一口30多米的
井，再花2000多元钱安装净水器。还有部分
村子花钱买水喝。

为让农民吃上安全水、放心水，寿光制
定了“农村供水城市化，城乡供水一体化”
的战略，并委托省水利科学院对全市农村供
水进行了全面规划。结合当地水资源状况，
寿光按照水质达标、水量充足、便于开采利
用的原则确定水源。对水源条件好、人口密
集的地区，集中连片解决；对确实不能搞集

中供水的单村供水工程进行改造，确保水质
合格达标。最终，寿光确定了“一网七厂、
同源同质、城乡一体”的供水布局。

2013年12月22日，记者来到纪台镇齐家
庄村，村内正对新铺的供水管道进行打压。
村党支部书记齐华丰说：“明天我们就能喝
上新的自来水，大家盼这一天盼了很久
了。”

据了解，寿光市政府对农村饮水工程在
财政上给予支持，村内管道建设按照人均
120元进行补助，不足部分由村民自筹解
决。齐家庄对每户收取600元，“大家都愿

意交这个钱，谁不愿意喝上放心水？”齐华
丰说。

2013年，寿光投资2 . 7亿元，重点建设
了双王城水厂一期和纪台水厂、供水主管
道、入村管道、村内入户管道安装、信息化
等9项工程。据寿光水利局副局长范荣誉介
绍，自2006年以来，寿光对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已累计投资6亿多元，新建供水厂6座，加
压站5座，铺设主管道及入村供水管道1100
公里，改造村内入户管道763个村，日供水
能力达到了10万吨。

寿光农村集中供水实现全覆盖
88 . 38万人受益 水质合格率达98%

全省首家病死畜禽和餐厨废弃物处理中心落户寿光，食品安全可追溯———

“入口的”，必须让百姓放心

□记者 单辰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像这样的专项培训，市里每年

都会组织一次，今年的要求更为严格。对零售商来
说，往年只要求店内主要负责人考核合格就能下发
经营许可证，今年又增加了一名安全员考核合格的
要求。”2013年12月27日，寿光弥河烟花爆竹经贸
有限公司总经理葛坤对记者说。

日前，寿光市安监局和公安局治安大队联合组
织了烟花爆竹从业人员专项培训。要求各烟花爆竹
零售点，由同一地基建造的建筑物内，不允许有人
员居住；店内显眼位置张贴警示规章；配备消防器
材和防爆灯具；室内明线套管等。

寿光安监局安全生产执法大队队长魏哲介绍
说，2013年起，寿光要求烟花爆竹零售点距离医
院、学校、加油站、大型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100
米以上，比往年增加了1倍。两家零售点之间的距
离不少于50米。零售商必须安装卷帘门窗、禁烟禁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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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田无稻，却有不少响当当的农业品牌———
拥有“中国香瓜第一镇”的美称；“桂河”芹
菜、“寿光鸡”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王婆”
香瓜和“燎原”蔬菜获得山东省著名商标。

近年来，三座楼村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村民收
入和集体收入不断增加，公益事业投入相应提高。

农业升级看稻田

三座楼人的幸福生活

24 视点

晨鸣集团引进新技术，将油墨渣干化后当燃料
用；山东领航生物污泥处理厂每天处理250多吨污
泥，生产150多吨肥料，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550万
元，利税1446 . 5万元……寿光不少企业已经意识到
投资环保有利可图，并开始积极行动起来。

寿光：投资环保大有可为

严控烟花爆竹

运销环节

□记者 吴庆辉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自2013年10月以来，寿光公安、

交通、公路、城管4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打击
查处违规超载超限车辆。截至12月27日，共查扣违
章车辆2355部，其中超载超限车辆1890部，无证经
营车辆264部，非法改装车辆69部，扬撒、脱落车
辆7 5部，无从业资格证车辆42部等，卸载货物
25796 . 7吨。

据介绍，本次联合执法行动由公安人员负责对
违规车辆进行拦截和执法秩序控制，由交通、公路
人员将违规车辆押送至停车场，并根据具体情况出
具处罚文书，城区内违章车辆由城管部门出具。在
处罚力度方面，对查处的超限超载车辆严令其消除
违章后再进行处罚，对强行闯岗、暴力抗法等违法
行为给予严惩。对所有违法违规车辆的处理，须按
照程序处理完毕，经4部门共同签章后才可放行。

□记者 吴庆辉 报道
本报寿光讯 2013年12月24日8点，寿光市公安

消防大队银海路中队队长赵中尧像往常一样来到车
库检查消防车辆安全情况。“今年新进了7辆消防
车。”赵中尧告诉记者，“车辆增加了，应对突发
状况时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2013年，在完善公共消防基础设施方面，寿光
投入800多万元，用于增加公安消防车辆装备，并
制定专项规划，在12个镇街建立专职消防队，在全
市范围新建消火栓200多具。

“我们今年为消防大队配备了7辆压缩泡沫、
干粉及水罐消防车，以及破拆、堵漏等器材设备
2000多件套。另外，180多万元的城市主战消防车
和30万元的巷战小型消防车的经费也已落实到
位。”寿光公安消防大队队长王建军说。

据了解，寿光14个镇街中，除建有公安消防队
的圣城、羊口外，其余12个镇街均按照1车6人的标
准建成了政府专职消防队，另有联盟、晨鸣、新龙
电化、鲁丽、鲁清等5支企业专职消防队。目前寿
光已有各类消防车15辆，专职消防员110人。同时
根据先急后缓的原则，优先补齐了银海路、渤海
路、广场街及文庙街等中心繁华地段的市政消火
栓，其他新建道路也按照标准建设了市政消火栓。

投入800万元

增加消防装备

□石如宽 孙波 张永升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为切实做好元旦、春节

期间食品安全工作，保障群众饮食安
全，寿光食安办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
了为期40天的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飓风行
动”。

据了解，此次行动将针对冬季食品安
全工作特点，采取拉网式排查方式，对食
品安全隐患较集中的各类农贸市场、超
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等重点区域加大

监督检查力度。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
劣食品、无证照生产经营食品、违法添加
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行为，严
格排查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切实解决存在
的问题，尤其是治理难度大、带有共性的
行业“潜规则”问题。同时加大食品抽样
检测频度，加大对高风险食品的抽查批
次，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将依法从重处
理。

□记者 单辰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入冬以来，寿光全面启动

“涉氨”企业专项治理、重大危险源专项检
查等安全生产检查活动。联合检查组对化
龙、圣城、孙集、古城、洛城等5个镇街的
104家涉氨制冷企业进行执法检查后，列入一
类依法取缔关闭的有14家，列入二类立即停
产停业整改的有90家。

据了解，寿光“涉氨”企业多为中小规
模和家庭式作坊，安全基础和管理水平较

低，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寿光在
加强对相关企业监管的同时，针对“涉氨”
制冷企业中的液氨制冷装置普遍存在使用时
间过长、安全状况差的问题，聘请技术专
家，将企业“氨制冷系统”升级改造为“氟
利昂制冷系统”。

与此同时，寿光安监局聘请11位化工专
家，利用10天时间，对全市71家涉及重大危
险源和危险工艺的化工企业进行了检查，共
查出问题104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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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章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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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全省首家病死畜禽和

餐厨废弃物处理中心，屡禁不

止的非法销售加工病死畜禽等

问题得到解决。启动食品安全

电子追溯平台后，生产、流

通、销售等环节的信息全部可

以溯源。省内首家出台鲜奶吧

管 理 办 法 ， 避 免 了 监 管 空

白……在食品安全领域，寿光

不断创新，全方位加强监管。

金盛源固废处理有限公司
人员展示该公司生产的生物柴
油，右瓶为石化柴油。

开展涉氨企业和重大危险源专项检查 寿光开展“飓风行动”

食品安全检查坚
持常年不断、无缝隙覆
盖，不放过一个疑点。
图为一次联合执法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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