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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监管网格覆盖城乡

走进荣成崖头食药监所，一张独特的崖
头街道地图最为引人注目。

地图上，崖头街道辖区被用7种不同颜
色划分为7个网格，分别对应崖头食药所的7
名工作人员。“重点对象两三天就得过去看
一看。”所长毕见波坦言，网格内的生产经
营单位与负责人职责绑定，要“看好自己这
片‘责任田’”。

条块分割、职能交叉造成的监管真空是
食品安全问题高发地。去年以来，我省打破
部门间分割、孤立的管理状况，推广食品安
全网格监管体系。各市以行政区划为基础，
划分为区市大网格、镇街中网格和村居小网
格，一线执法人员在各自网格中分兵把守，
守土有责。如今，这些区域不仅全部被纳入
监管网格，网格中还活跃着一大批协管员、

信息员。有哪家超市出售了过期食品，哪家
餐馆的消毒柜成了摆设，都逃不过协管员的
眼睛。

基层食品安全的联防联动解决了“基层
群众发现但解决不了，职能部门能解决却难
发现”的痼疾，消除了基层监管的空白。如
今，全省99 . 1%的乡镇（街道）建立了监管
所，城市社区和行政村普遍建立了协管员队
伍，济南、青岛、潍坊、烟台、威海5市的
安全协管员数量已超过了3万名，实现区域
监管的“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无缝
隙”。

智慧监管“直播后厨”

在餐厅后厨装一个摄像头，威力有多
大？

“比增加巡查次数的威力大，一个摄
像头就能让从业人员不敢造假。”威海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今年6

月，在通过远程监控系统浏览餐饮单位的
“后厨直播”时，这位负责人发现某餐厅
工作人员在操作间没按规定戴头套，马上
给餐厅老板打电话。几分钟后，就见到这
位工作人员带着头套出现了直播中。这位
负责人表示，远程监控的目的是监督，更
是威慑，就是要让从业者知道背后时刻有
双眼睛盯着自己，把遵守操作规则作为自
觉行动。

“保障食品安全靠人海战术打不起、也
打不赢，必须借助信息化手段，实施‘智慧
监管’。”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马越男表示。去年以来，我省全面启动食品
安全“智慧监管”工程，目前覆盖全省各级
的监管网络即将连通，统一的信息资源平台
正在建设。

智慧监管的推广带动了监管效率的提
升。青岛市黄岛区在集贸市场设置了“食品
安全便民亭”，一座小亭子集合了快速检
测、监管信息远程发布、远程可视投诉举报

和咨询、食品安全知识普及等多种功能。消
费者可一键连接区食品药品监管局的电子监
管中心，实现“面对面”查询、举报。

创新监管模式

促进产业升级
胡龙江是青岛流亭的一个豆制品小作坊

老板，他坦言，“当时最怕来检查，因为一
查就不合格。”自己也想换个正规生产车
间，不再偷偷摸摸做豆腐，但手头资金有
限，一直实现不了。

2011年，青岛在流亭组建了豆制品集中
加工园区，为小作坊升级发展搭建平台。胡
龙江作为第一批业主迁入园区。园区的规模
经营、统一管理让做了多年“游击队”的胡
龙江大为惊叹：优质的东北大豆统一发放，
添加剂统一管理，供气供水供电一应俱全。
园区每月对产品进行抽检，出现质量问题将
取消业户的经营资格。如今，园区已进驻豆
制品经营业户日生产豆制品15吨，占全市总
量的1/3左右，“流亭豆腐”的招牌更响
了。

从食品大省到食品强省，食品产业的转
型升级势在必行。山东各级食药监管部门活
用扶持政策，促进食品产业升级发展。济南
市对全市1700多家小作坊采取户籍管理模
式，如今全市已有76家小作坊在全市食品生
产小作坊生产报告审查中合格，成为所在行
业和区域的标杆。

□ 杨润勤

天转凉，儿科忙。的确，周末在某医
院儿科门诊看到，患儿扎堆，人声鼎沸，
医护人员忙到爆。因“爆”而苦恼的当数
家长们，天不亮抱着“皇帝”排队，近中
午了还没看上病，孩子哭闹，心急如焚。
医生也是又急又怕，急的是人手少，怕的
是患儿就诊时间长、环境差、家长们心生
怨言，产生医患纠纷。听一位医生抱怨，患
儿越来越多，医生越来越少，天天提心吊
胆，生怕出了事端，盼着院里能安排新医生
来，却盼来科里几个医生跳了槽。该来的
不来，不该走的走了，还得硬“撑”着，
咋整？儿科医生就这么“不受待见”？

儿医“紧俏”已是不争的事实。数据
显示，我国共有执业医师261 . 6万，其中仅
有3 . 9％是儿科医师，约10 . 2万。而据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14岁以下儿童有2 . 2
亿余人，平均每千名儿童只有0 . 46名医
师，我国儿科医师的缺口至少有20万。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我
国儿童肥胖、过敏、哮喘等疾病的患病率均
持续上升，5岁以下城市儿童超重和肥胖的
患病率增加了60%，农村儿童患病率增加了
67%。随着医与患间不断拉大的距离，儿童
看病会越来越难。还有，随着二胎政策的
放开与新一波生育高峰的来临，孩子们的
就医问题也会是雪上加霜。

记得多年前就有“金眼科、银外科、
千万别干小儿科”的说法，眼下的儿科医
生为何还是“不受待见”？有的医生说是
累，一天看上百个患儿，还要为陪孩子看
病的“亲友团”不停地解释，上完白班上
夜班、看完门诊看急诊，身心俱疲，没有
好身体支撑不行。有的医生说紧张，儿科
是医患纠纷高发的地方，孩子是父母的

“心头肉”，牵动着一家几代，当治疗效
果达不到预期时，爱子心切的家长很可能
归罪于儿科医生，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不
行。有的医生说难，儿科是“哑科”,儿童
表达能力差，儿科医生处理病情困难，有
的孩子不停地哭闹、不配合医生，治疗难
度大，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技术不行。有的
医生说收入差，儿科用药的剂型和剂量都
比成人小，医生主要靠技术手段治疗，收
费显然也就偏低，医生的收入自然要少了
一块，太注重金钱不行。

可以说，上述“四个不行”是儿医心
里的“疙瘩”，也是儿医难招又难留的症
结所在。在各路专家不断为此呼吁中，日
前国家卫计委终于决定，在今年9月举行
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考试中，报考儿科、院前急诊定向的考生
可以加试相关专业内容，加试成绩可以计
入总分。也就是说，原来总分不够格的部
分考生，可以借助这条路径获得加分，成
为儿科医生或院前急救医生。还有“利
好”消息，“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健全

国家、省、市、县四级儿科医疗体系，加
强对儿童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儿科的扶
持。

不言而喻，不论是对儿科倾斜、调整
儿医培养方式，还是降低儿医“门槛”、
出台扶持措施等，其目的是让儿科医生不
再“不受待见”，让孩子们健康成长，别
遭受看病难的折磨。然而，从医生的培
养、人员配置、价值分配来看，还会有很
长的一段路要走，这就需要我们的儿科医
生们耐得住“寂寞”，别因为“不受待
见”而影响给孩子治病。

话再说回来，医生是个“普救含灵之
苦”的高尚职业，特别是儿科医生应该是
奉献者、虔诚者的选择，如若掉入“钱
眼”里，还不如及早另谋高就，把位置让
给真正爱孩子的医者。我国儿童保健学科
的奠基人郭迪有语：做儿科医生是最幸福
的，只要看到一个个孩子摆脱病痛，蹦蹦
跳跳地站在你面前，你就会有一种莫大的
愉悦，应该感谢孩子；如果人生可以重
来，还会选择儿科。

□实习生 禹亚宁
记 者 杨润勤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
年人抑郁、焦虑症发病呈上升趋势，近几年退
休老人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让人十分痛心。
让老人远离抑郁，子女的陪伴非常重要。”日
前，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胡蕾说。

胡蕾告诉记者，一位65岁的邓姓老人平
时待人随和、和蔼，近几个月儿女们忽然发
现老人不是因一点小事发脾气，就是独自一
人发呆，嘴里还常常念叨着“这辈子活够
了！”原来不久前，老人老伴去世，加上多
年疾病的困扰，老人患上了抑郁、焦虑症。
经过药物治疗，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如果老
人不及时就医，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胡蕾说，正在经历丧偶、与子女或亲友
分离、自己或家人病危等突发性负面生活事
件的老人，极易出现情感或心境的低落；退
休、身体健康和功能的下降、家庭矛盾、社
会地位下降等慢性事件也是“侵蚀”老人心
境的高危因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更
容易共患抑郁，两者互为影响，抑郁也会增
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死亡风险。

胡蕾提醒，老年人抑郁、焦虑症状具有
一定的隐匿性，但只要家人细心也会发现疾病
的端倪。如果老人出现爱发脾气、不爱出门、严
重失眠或时常谈论死亡等话题，应及时就医。
抑郁症关键在于早发现，早治疗，轻度抑郁症
通过体育锻炼、交流沟通就可以得到改善，这
就要求子女多与老人沟通交流，有条件的可
陪老人生活，这是让老人远离抑郁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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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闫金奎
记 者 李 振 报道

本报章丘讯 为克服基层监管人员少、监管面广、监
管任务重的难题，章丘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打造以“科
所互动、镇所联动、所所齐动”为主要内容的“三动”执
法模式，有效降低了监管成本、提高了执法效率。

针对辖区20个食药所，章丘市食药监局采取“科所互
动”模式，组织各科室举办执法研讨会、案件评查会。对
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监管困难和问题反馈给相关科室，科
室运用业务知识、信息方面的优势及时解决。基层食药所
联合镇政府畜牧、卫生、市场监管、公安等站所和部门，
开展联合执法，实现信息共享，提升了基层执法办案效
率，实现“镇所联动”。为有效解决基层食药所监管人员
少、监管难度大的问题，该局在执法办案时有效调配辖区
相邻食药所执法人员，形成以辖区所为主、相邻所为辅的
执法办案小组，凝聚“所所齐动”之力，监管力量得到了
有效增强。

今年以来，该局采取“三动”执法模式，总立案量达
234起，培养了一批敢于办案、善于办案的基层执法业务
骨干，打造一支“人人会执法、个个会办案”的食品药品
监管队伍。

□通讯员 贾雁高
记 者 李 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获
悉，为确保济南市民“舌尖上的安全”，从源头上杜绝有
毒有害物质流向餐桌，今年以来，济南市开展了农业投入
品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全市已检查各类农资生产经营单
位800多个，端掉制假窝点6个，立案查处假劣农资260余
吨。

今年以来，济南市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建设
“食安济南”为目标，以种子、农药、兽（渔）药、肥
料、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为重点，开展了包括农业投入
品、食用林产品等在内的专项整治行动。全市严格落实
高毒农药禁销制度和农药经营公示制度，积极开展“放
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产品。
今年以来，全市网上公示农药产品2792个；出动执法车
辆400车次、执法人员1500人次，检查各类农资生产经营
单位800多个，端掉制假窝点6个，立案查处假劣农资260
余吨。

儿科医生咋还“不受待见”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山东用管理服务筑牢食安防线

□通讯员 李彩义
记 者 王 凯 报道

本报聊城讯 10月15日，第九届“宋庆
龄儿科医学奖”在北京宋庆龄故居揭晓，聊
城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杨巧芝教授研究
课题《重症危重症手足口病患儿中西医结合
早期诊断与综合救治》获奖。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是中国儿科医学的最
高奖项，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儿科医学研究
奖项，已成为中国儿科医学领域中最具影响
力的权威奖项，全面展示了中国儿科医学事
业的新经验、新发展和新成果。该奖项每两

年评审一届，每届奖励名额为5—10名。自
设立以来，全国各地近200个医疗单位参与
儿科医学科研成果申报，先后评选出60个获
奖项目。杨巧芝教授的科研成果成为山东省
首个获此殊荣研究项目，实现了全省在该领
域零的突破。

研究项目《重症危重症手足口病患儿中
西医结合早期诊断与综合救治》创新性地将
重症监测技术联合中医症候核心病机分析应
用于危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的早期识别，提出
危重症具有“风、湿、热”的症候学特征和
“湿热动风、毒热动风”的核心病机，能早

期准确识别危重症患儿，同时给予中西医结
合综合救治，为重症及危重症手足口病患者
探索了一个新的监测、治疗方法，总结出一
套完整的重症、危重症手足口病临床救治方
案，并推广应用，提高了手足口病的整体救
治水平，明显降低了病死率和致残率。评审
委员会对该课题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赞
誉该奖项促进了儿科感染性疾病的规范化诊
疗建设，为保障广大儿童健康作出了巨大贡
献。

此次共有7个研究项目获得“宋庆龄儿
科医学奖”和“宋庆龄儿科医学成果奖”。

我省一研究项目获宋庆龄儿科医学奖

源头治理餐桌污染

济南端掉6个农资制假窝点

章丘

打造食药监“三动”执法模式

子女陪伴

能让老人远离抑郁

◆以打造“食安山东”为目标，山东全面推进食品

药品监管依法行政，在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的基础上，树

立服务理念，创新服务方式，破解监管困局，促进行业

转型升级，从根本上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让群众吃得放

心。

□吕军 于莉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现场经

验交流会在重庆召开，首批24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示范
基地名单公布，齐鲁医院作为山东省唯一一家基地医院榜
上有名。

齐鲁医院是全国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最早的
单位之一，也是山东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心挂靠单
位，现有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专业34个。该院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这一与国际接轨的
医生培养模式，扎实、规范推进各项配套制度的建立和落
实，形成了特色和优势，为我省乃至全国临床医师的培养
提供了经验和模板，并在全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基地
建设、师资培训及政策研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
前，已累计培养住院医师2000余人。

齐鲁医院列国家首批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示范基地

大众健康微信号 大众健康微博

□高德刚 蒋丽 报道
10月21日，临邑县开展“庆重阳、送健康”活动，出

资5万余元为全县11处敬老院五保老人接种了流感疫苗，
增强老人健康意识，提高其免疫能力。

图为该县防疫站医护人员在德平镇敬老院为老人接
种流感疫苗。

□张瑞雪 王厚江 报道
10月20日，山东大学第二医院为108

岁高龄的白内障患者陈文波实施了免费手
术，使其重见光明，送上重阳节的最好“礼
物”。据悉，老人为目前国内年龄最大的白
内障手术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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