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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润勤
本报通讯员 曲广欣

初冬时节，阳光明媚。驱车来到济南市
章丘区北套村，一下子被眼前一面面“银
镜”所吸引。走至近前，原来这是一张张晾
晒在秫秸席子上的粉皮折射出的耀眼银光。
一家一户，晾粉皮的席子星罗棋布，成了一
道特别闪亮的风景。

在村南一处晾席前，记者看到正在晾粉
皮的中年妇女孙迪玲，只见她娴熟地把一张
张薄如蝉翼的粉皮像贴年画似的往席子上
晾。问她，这么漂亮的粉皮是如何加工的？
她笑笑，引着记者来到她家的粉皮作坊。

大铁锅里沸水滚动，孙迪玲左手拿着铜
旋，右手用勺子从大盆里舀入白色的地瓜淀
粉糊，双手夹着铜旋在沸水锅里旋转了十几

秒，然后将铜旋放在锅边的凉水缸里，一边
缓缓地转，一边用食指尖挑起粉皮边角，飞
快地用手一揭，整张粉皮脱开铜旋，随即，
把粉皮铺在托盘上，端出去晾晒。

再问她，这技法从哪学来的？她说：
“祖传的。老人们说，从洪武年间俺村里就
开始做粉皮了，现在村里近百个加工户都是
这么做。可是，这祖上传下来的宝贝！差点
让人给糟蹋了！”

说到“糟蹋”的背景，同行的章丘区食
药监局局长鲁德刚说：“‘粉子（地瓜淀
粉）’是粉皮的‘命’，前些年，有的加工
户‘粉子’不纯，乱掺假，有的加工户怕
‘粉子’霉变，用硫磺熏，有的加工户环境
脏乱差。这些事被传扬出去后，没人买了，
北套粉皮成了霜打的茄子，蔫了。”

眼瞅着村民赖以生存的传统手艺要“歇

菜”，食药部门、街道办琢磨着法子调治
“粉皮病灶”，办法就是帮扶村民成立粉皮
加工合作社。北套村支书李祥国说，合作社
制定了粉皮加工告知书，让业户知晓需要遵
从的规范，让加工户全部签订承诺书：加工
粉皮所用水源应有合格水质检验报告；拒绝
使用吊白块、工业硫磺等违法材料；合作社
统一原材料发放；晾晒粉皮所用的席子应为
食品级或高粱秸秆制作；从事粉皮制作加工
的人员必须持有健康证；原料、成品储存应
离地离墙，并有防鼠措施……

这法子还算灵，家家户户又有了生机，送
料的、拉货的车也多了起来，可下一步这粉皮
就保证不出问题了吗？监管人员心里还是不
踏实，认为这只是基础，要真正保障食品安
全，得有标可依、有报（告）可查、有源可追。

于是，食药部门帮村民走好转型“三部

曲”：制定粉皮标准，对产品进行检验，附上
二维码让粉皮有了“身份证”可追溯。这三步
走来，说说简单，可在没有模式可借鉴的情况
下十分不易。先说标准，粉皮没有国家和行业
标准，可食药部门没有退缩，结合产品特性和
安全要求，硬是在一周的时间内起草、审核、
备案完毕，让这祖辈传承的手艺和产品有了
生产的“框框”。再说检验，对所有加工户的产
品进行抽样检验，确保走出去的北套粉皮张
张合格。还有二维码，做平台、采信息，从此北
套粉皮不再“裸奔”了。

“这下北套粉皮又‘火’了，有了合法
证照、有了可追溯的‘身份’、有了抽检报
告，粉皮走向学校食堂、餐饮店和商超，还
吸引来省内外的不少客户，生意做到了全
国；更让人欣慰的是，消费者的舌尖安全有
了保障。”鲁德刚说。

“歇菜”的北套粉皮是这样唤醒的
济南市章丘区食药部门帮村民走好转型“三部曲”

□记 者 杨润勤
通讯员 赵治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记者从山东省公安
厅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总队了解到，5
年来，已侦办食品犯罪案件5532起，全省食
品违法犯罪得到有效遏制。

据了解，2012年8月组建的“山东省公
安厅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总队”，是全
国公安机关第一家集打击食品、药品、环境
犯罪为一体的专门机构。目前，全省17个市
公安机关全部成立食药环侦支队，137个县
（市、区）设立食药环侦大（中）队，形成
了省、市、县三级专业打击体系。该总队总
队长葛闻雷介绍，近年来先后组织开展了30
多次集中打击行动：开展了“打击食品犯罪
保卫餐桌安全”专项行动，共侦办食品犯罪
案件553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128名。部署
开展了“春节餐桌保卫战”，侦破制售假劣
熟肉制品案件1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5名，
查扣假劣肉制品20余吨，涉案价值840余万
元。针对8类问题较为突出的食品违法犯罪
行为，组织开展了打击食品犯罪“百日行
动”，共侦办食品犯罪案件505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623人，打掉食品犯罪“黑窝点”
285个，涉案价值1 . 9亿元。

我省5年侦办

食品犯罪案件5532起
□记 者 杨润勤

通讯员 赵洪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记者从省食药监局

获悉，我省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
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已收回严重违
法广告批件23个，对14家播出机构下发整改通
知34份，停播养生类节目2档，查办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保健食品犯罪案件386起。

据介绍，今年9月，国务院食安办等9部门

召开全国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
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后，山东省食安办等9部
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保健食
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的通知》，省食药
监局和各市局分别成立领导小组，全面加强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并将其
纳入2017年食品安全考核体系。

随后，山东省食药监局针对食品、保健
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开展了抽检监

测。今年以来，已下达食品、保健食品生产
企业产品抽检任务2 0 5 7 4批次，其中食品
20211批次，保健食品363批次。目前，已完
成食品、保健食品抽检16219批次，发现不合
格食品362批次，对不合格产品全部依法处
置。同时，还通过强化风险管理，建立食
品、保健食品多渠道风险排查机制，依托舆
情工作平台实施24小时监测，提高了整治工
作的靶向性和精准度。

我省查办保健食品犯罪案件386起

□记 者 李文明
通讯员 谭雪琴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民营企业成我省品牌建设
主力军。省质监局近日提供的2017年度山东
名牌产品、服务名牌申报信息显示，全省民
营企业申报山东名牌产品和服务名牌的家数
分别占总数的94 . 3%和74 . 2%。

我省实施的质量、品牌发展战略激发了

民营企业打造品牌、提升产品质量的热情。
据统计，2014—2016年度认定的598家山东名
牌产品生产企业中有民营企业577家，占比
96 . 4%。

2017年度山东名牌产品涵盖了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医疗器械、康复器材、新能
源及新材料等领域的24个行业86个认定范
围，全省有776家民营企业申报，占总数的

94 . 3%；山东省服务名牌涵盖了批发和零
售、交通运输、住宿和餐饮、信息技术、金
融、商务服务、科学技术、旅游、居民服
务、检验检测等13个行业37个认定范围，全
省有339家民营企业申报，占总数的74 . 2%。

据悉，2017年度山东名牌产品和山东省
服务名牌认定工作正在进行中，认定结果将
于12月下旬公布。

民营企业成我省品牌建设主力军
2017年度山东名牌产品申报民企占比94 . 3%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王晓 报道
本报青岛讯 为解决食品产业业户多、小、散、低等

问题，青岛市李沧区食药监管局成功将全区90%以上的经
营主体信息纳入动态监控，建设农产品追溯体系，实现肉
菜信息可追溯。

据介绍，李沧区华中蔬菜批发市场承担着市内三区全
部生肉入市查验检疫换证和1/3的蔬菜批发任务，年交易
量约2亿公斤。为做好市场监管工作，李沧区食药监管局
在所有经营业户中全面推行“一票通”，一户一张IC卡。
所有进入市场的农产品批发车辆，必须在经营商户刷卡录
入信息，并填写农产品来源登记表，注明农产品种类、重
量、来源地等追溯信息。有了这张IC卡和来源登记表，一
旦出现不安全农产品流通，就可以据此追溯到商户个人。

李沧区一户一卡

实现肉菜信息可追溯

□ 责任编辑 张西可

□江玉宝 张琦 崔新 报道
本报沂源讯 “沂源苹果好吃，但是以前果农全指望中

间商来收购，中间差价大，果农收益不高。如今网上销售价
格高出中间商收购价一倍，让果农既有好收成，又有好收
入。”日前，沂源县中庄镇阮南峪村电商达人贾小胖说。

据了解，仅中庄镇就建成电商(淘宝)村1个，电子商
务企业3家，电商业户165家，年销售“沂源红”苹果及其
他农产品1200多万斤。新建电商直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
地2600多亩，仓储基地5000万斤，物流快递代办点52处。

沂源农村电商

俏卖“沂源红”苹果

□杨润勤 韩学辉 报道
日前，省食安办组织开展第二批省级食品安全先进市

创建现场观摩。现场观摩了淄博、泰安、德州、滨州4市的32
个创建典型单位。图为省食安办副主任、省食药监局副局
长李超群(前排中)和观摩人员在德州某超市现场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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