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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松高 彭辉
本报通讯员 阮宝勇

食品安全监管涉及从种植、加工、流通
到食堂、餐饮的方方面面，面广事杂，如果仅
靠相关部门的人工监管，不但耗费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效果也未必得到保证。

今年以来，威海市环翠区成立了食品
安全联动指挥中心，使用“互联网+物联
网”的技术，采取“专业监管+社会监
督”的手段，实现了信息互动和部门联
动。用“指尖”管好“舌尖”，环翠区的
“智慧食安”让人耳目一新。

专业监管，

实时监控28所学校食堂

11月18日上午，在环翠区食品安全联
动指挥中心一楼的大屏幕上，滚动显示着
环翠区全部中小学食堂的现场画面，指挥
中心工作人员正在通过实时视频逐个检查
每个学校食堂的卫生状况和操作情况。

在一所小学食堂，工作人员通过拉近
摄像头焦距，发现某个角落里堆积着废弃
的菜叶没有及时处理，工作人员马上打电
话通知教育局相关科室负责人，由他们纠
正违规行为。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在每天
的考核记录表上，记录下这所学校的违规
行为。“这份违规记录表每个月都要反馈
给教育局，由他们以此为据奖优罚劣，督
导学校食堂的卫生情况。”环翠区食安办
主任、食药监局局长李盛介绍。

视频实时监控是“智慧食安”的一大
利器，工作人员只要动动鼠标，就能实现
对监管对象的24小时监管。随着环翠区智
慧城市建设的推进，环翠区已安装城管、
治安、交通、教育等专业高清摄像头5000
多个，食品安全联动指挥中心从中筛选了
600多个接入系统，对中小学食堂监管实现
了全覆盖，对旅游餐饮单位、农贸市场、
食品生产企业等实现了有重点的监管。视
频有储存功能，可以为各类举报案件的锁
定事发地点、提供有效证据、第一时间处
置提供有力保障。

“视频监管不能完全代替现场监管，

对于重点单位，我们还是要定期不定期地
上门检查，让心存侥幸者没有可趁之机。下
一步，我们还要安装专属的监管摄像头，进
一步扩大视频监管的范围。”李盛介绍。

社会监督，

666名网格员成“眼线”

据不完全统计，环翠区列入监管范围的
食品药品企业和经营单位有7000多家，而
在社区范围内，食品经营业户变动频繁，
违法违规现象隐蔽多发，仅靠专业部门监
管不现实。

为此，指挥中心线上线下两条腿走
路：线上按照“多方汇集一口受理”的思
路，将环翠区社会管理平台、市长和区长
公开电话、12331投诉举报热线等涉及食品
安全的信息，全部接入中心统一受理、处
置，更加及时、广泛地汇集食品安全各方
信息；线下则利用全区社会治理网格化建

设的成果，将全区333个网格的666名网格
员纳入到社会监督队伍中来，他们每天要
进行不少于4个小时的巡查，把有关食品安
全的信息第一时间汇报到指挥中心。线上
线下汇集上来的线索，一般问题由指挥中
心统一处理，涉及部门较多、案情比较复
杂的，则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协商处理，处
理结果向举报人和相关单位和人员反馈。
今年以来，指挥中心共接办投诉举报咨询
等566件，开展联合执法行动28次，案件办
理回复率和满意度均达到100%

环翠区为网格员们配备了移动终端，
他们对食品安全的监督也实现了信息化。不
久前，竹岛街道四方社区一名网格协管员发
现一家食品公司存在执照过期的现象，马上
通过手中的终端系统拍照上传，指挥中心收
到信息后，立刻锁定事发地点，调集就近的
两名稽查人员迅速赶往事发现场。稽查人员
发现，该公司正在办理执照，并无违规生产
现象，并把检查结果通报给网格协管员。

“我们并不需要网格员具备专业知识

和能力，他们只要能把社区食品经营业户
的变动情况以及发现的疑点及时反映上来
就可以了。他们就如同一个个神经末梢，
最终的处理还要交到神经中枢——— 食品安
全联动指挥中心来。”李盛说。

联动执法，

办案“零距离”增强威慑力

食药监部门以往执法，现场取证后要
回到单位录入证据、资料后再出具处罚文
书，效率比较低，采取信息化技术后，实
现了现场执法现场处罚，极大地增强了对
食品安全案件的震慑力度。

在食品安全联动指挥中心，工作人员
演示了视频现场执法功能。现场执法人员
手持安装专门软件的移动终端，执法现场
的实时视频马上显现在大屏幕上，视频取
证资料立即进入系统，通过与后台联动，
马上可以现场出具执法文书。

“我们成立了公安、食药监、农业、
畜牧、海渔、卫计、市场监管等7个部门派
出人员组成的联席工作组，实行联席研
判、联席指挥、联席督导、联动执法工作
机制。依托信息化手段支撑执法行动，处
置各类食品安全案件实现了快速反应、精
准处理。”李盛说。

指挥中心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联动执
法，是建立在装备配备和后台管理软件智
能化基础上的创新和尝试。每个执法小组
配备有一部多功能的移动执法终端，除具
有智能手机上可以实现的GPS定位、高清
摄像头、数据传输等功能外，还装有订制
的移动执法办公软件，填写电子表单、处
罚记录等十分方便；与之相配合使用的是
中心的后台综合办公系统，该系统不但可
以收录执法终端上传的表单、录制的视频
等办公信息，而且可以在执法过程中作为
指挥系统使用：后台系统可以通过GPS快
速定位案件事发地点附近的执法人员并向
他们发出行动的指令，同时通过与执法终
端双向语音、单向视频传输的功能让现场
与指挥中心实现办案“零”距离，沟通
“零”障碍，从而真正提高了对于开展重
大案件联动执法的效率。

□本报记者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李云克 刘飞传

今年7月，青岛和即墨市66名机关干部
卷起铺盖、背上行李，进驻即墨30个省级
贫困村和36个市级经济薄弱村，担任第一书
记，开展驻村帮扶工作。

小村庄复建卫生室

7月7日进村，即墨市移风店镇道头村
驻村第一书记于坤，就在街头巷尾、田间
地头随机访问村民，以拉家常的方式了解
受访对象个人及家庭情况，再逐渐过渡到
了解村庄情况。

两天的集中走访，于坤发现“村里65
岁以上老人多达135名，但老乡医患病，没
有卫生室，看病需要到外村，享受不到医
改新政策”是村民集中反映的问题。7月9
日，“两委”开会拍板定下了复建卫生室

的决定，于坤立即协调村里，投资5000元
完成室内修缮，并通过企业赞助，配置了
9000多元的医疗设施，4天后，一个崭新的
卫生室就建好了。

现在，在50多平方米的卫生室里，有
了医疗观察床、输液架、紫外线消毒器械、氧
气瓶、血压计。于坤还协调即墨市人民医院
大沽河园区，配调了年轻的乡医。

村广场变身发电站

“这一个项目解决了村集体脱贫问
题。”10月30日，驻灵山镇索戈庄村第一
书记谭胜利向村庄介绍扶贫项目：110万千
瓦时光伏太阳能电站。

“不要花一分钱，用电不花钱，还能
卖钱。”谭胜利说，“一个光伏太阳能发
电站投资120万元，由青岛、即墨两级财政
帮扶，占地1000平方米，建成后并入国家
电网发电，由建设方昌盛日电来维护。”

索戈庄村是一个负债57万元的空壳村，11
月太阳能发电站建成后，每年将发电13万
度，为村集体增加13万元的收入。对一个
贫困村来说，村集体从零收入到13万元，一
个项目即解决了村集体脱贫问题。

目前，30个省级贫困村都建设了光伏
农业项目，这是即墨为省级贫困村“量身定
制”的精准扶贫项目。“光伏扶贫是精准扶贫
项目之一，它将光伏应用和精准扶贫结合起
来，变‘漫灌’为‘滴灌’，通过开发太阳能资
源，连续25年可产生稳定的收益。”即墨市基
层组织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构建上下联动机制

基础设施落后，一直是许多基层村庄
的难题，这也困扰了北安街道三官庙村多
年。来自即墨财政局的第一书记陈作伦帮
助村庄实施了村庄前阳沟改造、排水系统改
造等工程。这条260米长、30米宽、3米深的

沟，原来是村民们倾倒垃圾的大湾，“攒”了
这个村数十年的垃圾，即墨市财政局投资60
万元，清理出了7000方垃圾。

垫上厚土层，陈作伦为村里修起了一条
“观景大道”，铺了400米排水系统，建起了小
广场、篮球场和文化长廊。修了路，特色农业
产品的种植也很快提上了日程。

为确保帮扶活动有序开展，即墨市构建
了“市领导包镇、部门联村、干部驻村”工作
机制，每名市级领导联系一个镇，负责所联
系镇第一书记的指导协调，每个市直部门根
据部门规模大小联系一定数量的村庄，做好
所联系村庄的帮扶，形成了上下联动、齐抓
共管的管理机制。

截至10月上旬，即墨第一书记共落实帮
扶资金物资折合约870多万元，帮助村庄硬
化街道11万平方米，整修机耕路4 . 2万平方
米，新成立农产品合作社5个，培养入党积极
分子61名，培养后备干部40名，建立健全
村庄民主管理制度106项。

即墨把精准帮扶理念落实落细

第一书记为贫困村“量身定制”项目

“智慧食安”建设以信息化手段实现信息互动+部门联动———

环翠区：用“指尖”管好“舌尖”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方志勇 王秀娟 报道
本报德州讯 11月11日，在德州华源生

态科技有限公司纺织车间，公司技术员赵福
增正在对生产线上的每台设备进行巡检。
“这台梳棉机声音不大正常。”发现这一
问题后，赵福增马上查找问题，随后他拿
着工具动了动侧面的一处螺丝后，一切恢复
了正常。

公司副总经理侯文俊介绍，赵福增是
由一名普通工人成长起来的“土专家”，
他利用在维修中掌握的设备特性，进行了

30多项技术改造，减少了设备故障停台，
每年为公司节省资金300多万元。

德城区在引进外来人才的同时，更注
重对本地“土专家”的培育。区科技局局
长陈洪升说：“每一位‘土专家’都是企
业的科技‘种子’，他们更了解自己企业
和单位的实际情况，他们的成长也更有力
地推动企业的发展。”

为此，该区加大对各企业的调研力
度，为当地的科技人才建立档案，分层次
确定人才培训计划，分类别确定人才培训重
点，增强培训工作的实效性。该区还制定了

一系列政策，鼓励当地“土专家”快速成长。
他们定期评选“德城英才”、德城首席专家，
对脱颖而出的“土专家”，在工资待遇、
职称评定等各方面给予支持。

德城区还紧抓德州列入京津冀协同发
展城市这一机遇，与天津大学、南开大
学、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知名院校
建立合作关系，根据企业需要，采取订单
式培训的方式，定期挑选当地技术人才前
去进修学习。并定期邀请各类专家学者深
入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专题讲座。吕
东军是宇虹有机颜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

骨干，从专科毕业生直到天津大学在读博
士，借助德城区的一系列人才培育优惠政
策，吕东军一步步成长起来。由他主导研
制的黄139制备项目被评为国家创新基金项
目。近三年来，他带领研发团队，先后获
得有机颜料领域5个授权专利。

据了解，今年以来，该区共选派200余
名科技人才到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等
院校接受了订单式培训，同时邀请68名国
内知名学者前来授课，培训当地科技人才
5000多人次。截至目前，该区当地科技人
才有27人获评山东省级人才荣誉称号。

德城200余名科技人才到高等院校接受订单培训

让“土专家”成为企业科技“种子”

□王祖超 李艳 报道
本报威海讯 文登区坚持把经济责任审计作为引导和促进领

导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的重要抓手，在今年开展的镇办
经济责任审计中，紧紧围绕决策、制度、财务三个关键层面，着
力突出经济责任审计的导向性。

在决策层面，主要是关注重大经济决策的出台、执行、经济
效益及社会反响情况，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是否符合国家宏观调
控政策，促进3个镇办建立健全了经济事项决策制度；在制度执
行层面，主要关注土地等资源出让、涉农专项资金支出等制度的
执行是否合规，有无变通、权钱交易等问题，责任追究制度等刚
性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等，先后对精准扶贫等5个涉农资金进
行了专项审计，对2个单位的支出不合规行为进行了处理处罚；
在镇级财务层面，主要通过核实政府债务规模、任期内债务增减
变动情况，分析债务变动原因，重点关注举债渠道的合规性、债
务偿还的保障性，基本摸清了12个镇办的债务家底，为防范和化
解镇域经济风险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文登：乡镇经济责任审计

突出新导向

□通讯员 崔冬梅
记 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1月15日8点20分左右，在兖州火车站出站口
服务室内，上演了感人的一幕：56岁的李女士见到走散一个小时
的老父亲后，行李往地上一扔，跑过去抱住老父亲，忍不住大哭
起来：“爸爸呀，如果把您弄丢了，我该怎么办呀……”

原来，当日上午7点15分左右，兖州火车站广播室接由北京
开往日照的K51次列车长电话称：一名身患脑血栓、节段性老年
痴呆的80岁老人，从北京看完病乘火车回日照，在女儿上厕所的
空隙从兖州站下车，老人的女儿还在本次列车上，万分着急。得
知此情况后，广播室立即用对讲机询问车站出站口，经出站口验
票人员回忆的确有这样一位单独出行、没有任何行李的老人出
站，并向其询问去梁山的汽车怎么坐。此时，老人肯定在去往汽
车站的路上，或者已经在汽车站了。

客运值班主任尚立得知此情况后，带领值班站长王成龙，客
运值班员王凯去车站广场和汽车站分头寻找。可是找遍了整个车
站广场都没有找到。最后，经询问汽车站检票员得知，的确有这
样一位老人已经乘坐兖州开往梁山的汽车离开了兖州汽车站，本
次汽车已经发车5分钟。汽车站工作人员立即调度联系到客车司
机，此时客车已经到达兖州兴隆文化园附近，要求他立即临时停
车。与此同时，尚立、王成龙、王凯立即打了出租车过去接老
人。

由于受到惊吓，接到老人时，他开始抽搐，话也说不清楚。
尚立立即联系老人的女儿，并将此情况告知老人女儿。李女士此
时也已经从兖州下一站曲阜站下车，打出租车赶往兖州。他们一
起将老人带到火车站出站口，给老人倒上热水，不断安抚老人情
绪，并经老人女儿同意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大约10分钟
后，老人女儿到达车站出站口。见到老父亲忍不住抱住老父亲哭
了起来。

此时救护车也已经到达车站，大家一同将老人送上救护车。
“多亏了你们啊！”李女士对兖州火车站工作人员不断感谢。李
女士后来告诉记者，老人现在身体已经明显好转，将于近日回家
疗养。

患病老人搭错车

站乘人员伸援手

□高阳 赵守达 报道
本报邹平讯 日前，邹平县青阳镇中心路“十里长廊”、青

西路、青阳卫生院病房综合楼、醴泉公园、芽庄湖湿地恢复等一
批民生工程“拔地而起”；镇医院病房综合楼主体工程全面完
工，进入内外装修阶段；全长1780米的青西路实现竣工通车；醴
泉公园、十里长廊建设火热进行。

该镇狠抓基层维稳工作，每月“雷打不动”召开一次全镇综
治维稳联席会议，全力化解矛盾纠纷；在全县率先完成高清天网
建设，17个村路口街道全部安装高清摄像头；定期开展普法讲
座、法律知识进村庄等系列活动，教育引导群众知法、懂法、用
法。同时，建立法治文化广场，各村均建设普法一条街。

“通过文化活动和党员管理，实现了社会稳定的‘软’性促
进，通过高清天网工程、普法载体建设等民生工程建设，实现了
社会稳定的‘硬’性保障。”青阳镇组织委员苗振植表示，正是
通过这种“软”“硬”件两方面建设，使全镇进一步疏通了影响
稳定的“症结”。

青阳镇：民生工程

护航维稳根基

□李凤智 报道
本报费县讯 今年以来，费县薛庄镇以“三强化”为抓手，

全力做好招才引智工作，为科学跨越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搭建引才平台，强化支撑能力。该镇立足本地现代农业优势

和项目优势，依托山东蒙山现代农业产业园、八里槐瓜菜专业合
作社以及鲁商集团投资50亿元的蒙山旅游开发项目、国家电网公
司投资74亿元的沂蒙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坚持按需招才、设岗定
才、高薪引才。

开展对外联谊，强化感情联络。组织专门力量摸底调研，建
立了131人的薛庄镇在外人才统计档案，鼓励他们为家乡发展出
谋划策、出钱出力。

分解任务指标，强化调度监督。镇党委、政府与15名副科级
以上领导干部分别签订了招才引智目标责任书，将任务分解到每
名领导干部，促进了工作落实。

薛庄镇：“三强化”招才引智

促发展

□彭辉 报道
环翠区成立了公安、食药监等7部门派出人员组成的联席工作组，对食品安全实行

联席研判、联席指挥、联席督导、联动执法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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