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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杨润勤
本报通讯员 郭春先 曲广欣

“过去去餐馆就餐，会把消毒餐具逐个用
开水涮一下，现在没有这个顾虑了，干干净
净，让人放心。”日前，记者跟随省食安办组织
的全国食品安全城市创建检查评价组，对章
丘一家餐馆进行检查时，一位消费者说。

是什么原因让消毒餐具转身向好？同行
的济南市食药监局局长靳磊说，治理食品安
全难题不仅仅是“打”，还得“扶一把”，这个餐
具消毒有限公司就是食药监部门“扶”的。

眼见为实，记者来到章丘龙泉餐具消毒
有限公司，走进车间看到，一批使用过的餐
具放入全自动洗碗机里，经过倒碗、分拣、
除渣、粗洗浸泡、翻碗、高温消毒、纯净水
浸泡、二次翻碗、纯净水喷淋、烘干消毒、
自动包装等16道工序才算完成。此后，干净

明亮的餐具再分运到各个餐饮店。
章丘区食药监局局长鲁大刚介绍，过去

针对消费者对餐具不放心的现象，章丘区政
府食安办牵头，联合卫生监督、工商、环
保、食药、公安等部门，齐抓共管，对区域
内餐具集中消毒企业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专项
整治。整治后，餐具集中消毒企业由原来的
54家减少到14家。其中，食药监部门扶持龙
泉餐具消毒有限公司整合了原有10家消毒餐
具小作坊，并于今年4月投产运营。

“济南进行餐饮具消毒单位集团化、规
模化经营，目前，已将济南市餐饮具集中消
毒单位整合为52家，建档率达100%，抽检合
格率达100%。可以说，济南市民到餐饮单位
就餐，不用担心餐具问题了。”靳磊告诉记
者，群众最关心的也是他们要做的，怎么做
要琢磨创新的点子，比如豆制品是老百姓离
不开的食品，而豆腐小作坊安全隐患多，他
们在“打”的同时也是“扶一把”，让规模
企业“挑大梁”。

据介绍，为了扶持豆制品企业，济南食
药监局与地方政府协调，让山东冠珍轩商贸
有限公司在章丘建起了豆制品加工基地，此
后，又帮助企业定标准，立规则，对原料的
采购、豆制品的加工层层把关，豆制品发展

到6大系列，76个品项。目前，冠珍轩豆制
品已经进驻山东50余家大型超市，并开设了
多家专卖店。济南市民有半数以上吃上了
“冠珍轩”的豆制品。

靳磊表示，他们对不法食品经营行为的

打击从没有放松，但仅有严厉打击惩处是不
够的，不能让诚实守信的食品经营者占领市
场、成为主流，食品安全的长效机制也难建
立起来，所以，疏堵结合，打扶并举，是保
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的上策。

济南探索食品安全新路径

“扶一把”也能破难题

□ 王新华 杨润勤

为从根本上破解处方药销售的监管难
题，枣庄市食药监局在进行调研论证的基础
上，推广同城互联网处方服务，为零售药店
一揽子解决处方来源和处方药销售的合法性
问题。

网上免费看医生

“我嗓子不舒服，想开点头孢，可以吗？”
日前，枣庄市民刘先生来到小区附近的药店，
对药店销售人员说。因为购买的是处方类药
品，销售人员引领他走到电子处方运用管理
系统前，先在触屏电脑上选择在线医生，几十
秒钟后连接医生成功，刘先生通过视频描述
病情，医生经询问判断为细菌性上呼吸道感
染。得知刘先生前一天晚上喝了酒，医生拒
绝给刘先生开头孢类药物而是换了另外两种

中成药，并叮嘱他服药时的注意事项。
随后，药店对电子处方进行打印，药剂

师审查电子处方并签字，很快就为刘先生配
好了药，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刘先生说：
“不用跑医院挂号排队就能免费与医生网上
面对面交流，省时省心省事，太方便了。”

4800元就可请位“坐堂医生”

一台触屏电脑、一套高清抓拍仪和摄像
头、一套软件系统，再加上一个话机听筒，
一家药店一年花费4800元就能安装一套电子
处方运用管理系统，等于是聘请了一位“坐
堂医生”。

据了解，自从2000年开始执行《处方药
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后，药店没有坐
堂医生无法开处方，如果聘请医生，一个医
生一个月至少要支付几千元工资，有的连锁
药店有上百家门店，仅聘请医生一年就要花

费几百万元，药店难以承受。此外如果医生
坐堂，零售药店还必须申请改成诊所，更是
难以实现。

让患者自带处方也不现实，多数医疗机
构处方传递均采取了电子处方形式，处方很
难流向医院之外。同城互联网处方服务，从
源头上解决了处方药销售的难题。枣庄幸福
人医药连锁公司董事长王介华说，药店再也
不用因为患者不能提供处方而拒绝销售处方
药了。

处方来源问题也迎刃而解

目前枣庄市已有100多家药店安装了互
联网处方系统，该系统试运行一个多月以
来，共有9名专职医生，每天开出1000多张处
方，下一步还将在1000多家零售药店铺开。

“同城互联网处方服务，也要尽可能避
免与医疗、诊疗行为的相关法律边界问

题。”枣庄市食药监局副局长王彬介绍，为
破解处方药监管难题，所有为电子处方运用
管理系统服务的医生均来自枣庄市的医疗机
构，同城互联网处方服务的本质是当地医疗
机构对患者的便捷和延伸服务，而购买服务
的是零售药店。如此，零售药店的处方来源
问题也迎刃而解。

另据介绍，任何一张处方可打印，5年
内可查询。监管部门可以通过系统后台对任
何一张处方进行查证，追溯和调阅相关声
频、视频资料，从而对全市电子处方业务进
行实时监督，监控全市的处方药销售信息，
提高了群众使用处方药的安全保障，理清了
各方责任，降低了从业风险。

王彬说，为确保同城互联网处方服务快
速推进，枣庄食药监局将开展大范围的飞行
检查，配合日常监管工作对无处方销售处方
药行为进行严查，还将实行举报奖励制度，
倒逼企业合规守法经营。

枣庄探索同城互联网处方服务
破解零售药店处方药销售监管难题

□唐文忠 周波 江玉宝 报道
本报沂源讯 沂源以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先进县为统

领，探索构建“政府主导、技术支撑、企业主体、示范
创建、科普宣传”“五位一体”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
系，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强化政府主导，夯实监管基础。县委、县政府将食
品安全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科学发展观考核，
成立县长任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与各镇、街道
办、县食安委成员单位签订责任书。在12个镇、街道办成
立了食品药品监管所，每个行政村配备1—2名协管员。县
财政投入300余万元，保障镇、街道办监管所机构、人
员、办公场所、经费、设备“五到位”和执法服装、车
辆、装备、文书、标准“五统一”。

强化技术支撑，推进“智慧监管”。食药局多功能
会议室，大型显示屏正实时传送着该县学校食堂操作间
的动态画面。这是县食药监局创新实施的“智慧监管”
系统。该系统在学校食堂加工操作间等关键部位安装视
频监控，通过互联网，将食堂食品生产加工现场画面实
时上传至监控平台，进行实时监管。与此同时，推进县
级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资源整合试点，建成实验室面积1360
㎡的县检验检测中心；投入120余万元，在各镇、街道办
食药监管所和部分学校食堂、超市建设38处食品快检室。
今年开展食品抽检1867批次，抽检合格率95%。

强化主体责任落实，提升企业诚信守法经营意识。
先后召开食品生产企业主体责任会、学校食品安全工作
会等15次，培训经营从业人员11600余人次。对食品生产
企业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在8家规模以上企业试点食品质
量安全授权制度。开展小作坊备案管理和升级改造工
程，建设示范点30处。落实“一票通”和食品安全责任人
“双上墙”制度，实施学校“放心食堂”建设工程，90%
的学校食堂量化等级达到B级以上。

强化示范创建，提升监管水平。以“食安山东”建
设为引领，创建省级食品生产示范企业3家，流通示范单
位10家，餐饮服务示范食堂10家，示范店15家，示范街2
条，打造省级“清洁厨房”19家。

强化宣传教育。县城建设1处食品安全主题公园，广
场建立食安科普宣传栏，4条主街道建成创建宣传一条
街。全媒体发布创建信息30余万条。组织开展“食品安全
动漫电影下乡”100余场次，发放食品安全手提袋23000余
个、宣传资料48000余份。

□李文明 王新华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26日，由山东省纤维检验局主办，

山东省红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济南市消费者协会和
济南富雅红木楼承办的“2016红木产品品牌提升与质量发
展研讨会”在济南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红木企业、红木
专家和红木爱好者等近百人参加了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旨在倡导红木行业诚信经营，提升红木产
品质量，创建红木名牌，推动红木行业健康发展。山东省
纤维检验局局长孙胜敏指出：质量是品牌的基石，是企业
赖以生存的核心基础。产品质量是建立品牌声誉、不断提
高顾客感知质量的基础，也是提高品牌美誉度、赢得消费
者信任取之不竭的源泉。

红木品牌提升与质量发展
研讨会召开

沂源“五位一体”
守护百姓“舌尖安全”

广告

□曹传威 杨润勤 报道
费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多措并举，积极推进各乡镇食用农产品快检室建设。截至目前，已

在全县12个乡镇(街道)、1处大型商超、1处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建成14个食用农产品快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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