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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会 焦松青 李兆敏 李振江

为全面反映聊城市食药监工作动态，不断
推进食药安全监管，确保群众舌尖安全，9月
11日至15日，聊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
“聊城食药监管新闻媒体采风活动”，对全市
11个县（市、区）食药监管部门积累的典型经
验和亮点工作进行深入采访。

产品追溯体系有了新保障

“一票通、两头清，来无影、去无踪，监
管督查两头轻”。说起电子一票通，在聊城市
东昌府区香江市场做副食品批发生意的杨华英
很满意。

52岁的杨华英，从事副食品批发近30年，
从早期龙山商场摆地摊，发展到现在的地区总
代理加连锁店的规模经营，对产品质量的担
忧，随着电子“一票通”的启用而消失了。

电子“一票通”就是利用互联网系统，将
产品的生产、销售、流转、储存实现一单式管
理和全流程动态跟踪，不仅能实现“信息多跑
路，人员少跑腿”的便捷，而且能实现对产品
动态化信息共享。2016年，为全面构建全区食
品安全的第一道屏障，东昌府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在全区大中型商超推行电子“一票通”
监管制度。他们通过摸底排查，全面掌握全区
食品供货商底数，并多次组织全区食品供货商
和商超负责人培训会，采取以会代训，在厘清
供货商和商超责任的同时，确定了产品生产、
批发、流通和销售的责任划分，利用严格规定
的进货查验和销售记录制度，确保了食品在流
通环节的来源追溯，提升了监管效能。目前，
全区有280户商超、批发商和连锁机构安装完
善了该系统，安装率达到97%。

“过去，商家进货出货一般有两种票据，
一是厂家出厂证明，再就是外销单据，手工填
制不仅繁琐，而且信息误差很大，遇到产品瑕
疵，双方互相推诿。有了电子“一票通”，产
品身份证明落实到生产企业的车间、个人，生
产日期精确到最后一秒。批发商外发销售，也
精确时间、地点、责任人等信息，系统覆盖生
产、流通、储存、销售整个过程，形成了一票
连四家的信息共享机制，为产品流转追溯，提
供了必要保证。”聊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餐饮科科长朱兰冲说。

构筑校园食安“防火墙”

“我们的学校是老学校，校区食堂的硬件

环境确实很难改变。为此，我们不断完善措
施，创新思维，用全新的工作方式方法弥补了
硬件的短板。”9月13日，在阳谷县第二中
学，记者看到，尽管食堂的房屋设施已显陈
旧，但通过明亮洁净的玻璃橱窗，可以清晰地
看到食堂后厨的食材堆放和人员操作。几年
来，阳谷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开展学校食
堂食品安全为契机，大力开展培训检查活动，
促进了校园食品安全的整改提升。尤其2017年
9月以来，该县认真贯彻市局工作文件精神，
不断加速学校食堂管理全面升级，使辖区学校
广大师生食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同时，阳谷县食药监局还对食品安全管
理、许可情况、食堂环境等方面进行检查。
“硬件落后并不可怕，用心去做，办法总比困
难多，阳谷县食药监局就是通过常抓不懈的校
园食堂安全管理，不但强化了辖区学校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意识，而且减少了食品安全风险，

有效防控食品安全事故，其经验值得推广。”
聊城市食药监局副局级调研员冯贺成说。

大数据导航，看“笑脸”消费

“‘食安笑脸地图’既对顾客有好处，也
对饭店有好处。冠县汽车站附近饭店不少，究
竟哪一家既卫生又安全，以往没有人给界定。
现在县食药监局给界定了，还在地图的饭店名
上标上了‘笑脸’，顾客一目了然，你不用多
说，顾客自动就到俺这里来了 !”冠县汽车站
附近“一碗端”饭店老板李勇感慨地说，他们
饭店成为“笑脸”饭店后，客源增多了，营业
额也上去了。

2016年以来，冠县食药监局为推进实施
“食安冠县”放心工程，提高全县食品安全水
平，强化示范引导和社会监督，促进企业诚信
自律，推出了“食安笑脸地图”示范工程。他

们对全县持证的餐饮服务单位进行初步筛选又

经基层监管所推荐初评、食品科复查等环节，

按照餐饮服务量化分级，围绕许可管理、人员

管理、场所环境等10个方面细化的30条评定项

目，进行动态等级评定，将食品安全管理状况

分为优秀、良好和一般三个等级，分别用大

笑、微笑和平脸三种卡通形象表示。

起初，全县首批70家优秀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超市、饭店、生产企业等）以“大笑”

（满意）的卡通形象标识入围。消费者只要登

录冠县食药监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冠县食品药

品监管与安全），就能查看、搜索，并导航前

往食品安全管理状况良好的超市购物、饭店就

餐。“食安笑脸地图”的推出，也是冠县食药

监局“食优则扶”监管理念的重要体现，即对

管理规范、守法经营的企业，通过各种手段进

行帮扶，帮助其不断提升管理水平，推动企业

长远发展。

“食安笑脸地图的推出，意义重大，不仅

可以及时实现信息公开，有效保护消费者对食

品安全的知情权，还可以引导消费者用脚投

票，倒逼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诚信自律、改造升

级。切实起到示范引领、典型带动的正效应，

有力推动冠县食品安全水平的提升。”冠县食

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学广说。

推进食药安全监管 确保群众舌尖安全

电子“一票通”：产品追溯精确到秒
“食品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可以说是天大的

事，仅靠监管部门的力量是有限的，重要的是要让公众积极参与监管，政
府用心监管，形成食品药品安全人人都关心、人人都有责的氛围，让不法
分子在人人监督的‘天网’下无处藏身，让群众食无忧。”聊城市食药监
局党组书记、局长姚惠杰说。

□赵玉国 朱凯
报道

9月18日，山东聊
城市复退军人医院的医
务人员携带医疗设备，
开着健康体检车来到茌
平县贾寨镇，为62名优
抚人员(伤残、带病回
乡军人、复员、参战人
员以及因公牺牲、病故
家属等)进行了血液、
心电图、B超、胸透等
项目的健康查体。

□赵永斌 梁启强 孙亚飞 报道
本报高唐讯 近日，记者在高唐县杨屯镇获

悉，为深入实施精准扶贫，全力推进脱贫攻坚，杨
屯镇有效发挥好文化扶贫的作用，切实提高贫困群
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

据介绍，该镇结合2017年消夏文化活动开展了
“中国梦·党在心中”宣讲活动，由文化站站长、
扶贫办主任等组成的宣讲团，通过宣讲、朗诵等方
式将中国梦、十八届六中全会等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积极地传播到贫困群众心中。

该镇还充分利用“村村响”广播高音喇叭宣传
政策快速广泛的优点，搜集农业科技、文明创建、
安全生产、计划生育等各种知识讲座内容，制成了
语音文件，定时进行播放，针对贫困户积极发放明
白纸，开展上门服务，提升其创收技能。

此外，该镇还积极联系相关技术部门，开办技
能培训班，技能培训内容以实用为主，学习新知识
与学农业实用技术相结合，讲授实用的农业常识和
技术，达到助贫增收的目标。

杨屯镇文化扶贫惠群众

□孙亚飞 金鑫 李海国 报道
本报莘县讯 “俺家3个孩子这个月每人给了

俺200块钱，手里有了钱，我和老伴看病吃药也不
受难为了。”日前，莘县樱桃园镇樱东村村民王风
环对近日村里的变化连连称赞。

为把弘扬孝德文化和精准扶贫结合起来，确保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樱桃园镇制定并印发《樱桃
园镇“孝德扶贫”活动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各村
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召开村民代表、村小组长、党
员组成的村民议事会议，分类确定赡养标准，其中
一类、二类、三类农村分别不低于每年800元、600
元、400元。各村分别制定《村民交纳赡养金管理
制度》。同时，把定养老事、签养老状、交养老
钱、张养老榜事宜写入村规民约。村“两委”统一
组织70岁以上老年人的子女与父母签订养老责任
状，在村“两委”成员、党员代表、村民代表监督
下，由赡养人、被赡养人、监督人共同签订。村村
建立孝德公示榜、村村都有公示监督员、村村都有
问题调查组。孝德模范中的贫困户，优先享受扶贫
政策、项目、资金；对不履行孝德责任的赡养人不
得推荐入党，是党员的不得评为优秀党员；对不尽
赡养义务导致老人贫困的，采取司法调解、干预等
手段，切实维护贫困老人的合法权益。

樱东村妇女主任刘翠华说：“以前村里因为赡
养老人，经常有兄弟之间推诿扯皮，有的甚至直接
把养老义务推向社会、推给政府，现在有了村规的
约束，养老义务一个都不能少。”樱桃园镇扶贫办
工作人员张相真说：“孝德扶贫不仅仅是往老人卡
上打多少钱，更重要的是让老人生活没有后顾之
忧。政府推动群众监督，精准扶贫与家风共建同步
进行。”

樱桃园镇精准扶贫

“内生孝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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