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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李 文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李增席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日前，记者在潍坊市奎文

区南下河市场快检室看到，检验员将当天运
抵市场的蔬菜取样，几分钟后，蔬菜的农药
残留检测结果就出来了，这个结果将决定这
批蔬菜是正常出售还是就地封存。“像这样
的检验南下河市场一天要做220批次。”南
下河市场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李文武告诉记
者，南下河市场一天蔬菜的销售量近300
吨。为保障市民餐桌安全，所有进入市场的
蔬菜，有合格证的进行抽检，没有合格证的

批批检。
南下河市场快检室只是潍坊市严把蔬菜

市场准入关的一个缩影，在潍坊，像这样的
快检室有116个。此举有效地保证了食用农
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的无缝衔
接。潍坊市食药监局局长张长坤说，潍坊市
作为农业大市，在加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方面一直不遗余力地进行探索。2015
年，出台了《潍坊市种植业农产品产地准出
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准出办
法》），该办法在加强全市食用农产品监
管、规范规模化生产单位产地准出等方面作

了具体规定。2016年，在《准出办法》推行
和安丘试点的基础上，又出台了《潍坊市食
用农产品合格证管理办法》，对食用农产品
生产经营者进行了定义，将原《准出办法》
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所有将生产食用农产品用
于销售的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及其他各类生产主体，同时明
确了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的出具主体，即谁生
产销售谁出具合格证明，明确了生产者主体
责任，有利于推动由“要我安全”向“我要
安全”转变。

潍坊在保障农产品安全上一步一步，越

管越严。今年7月1日，潍坊市人民政府印发
实施了《潍坊市食用农产品合格证管理办
法》和《潍坊市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市
场准入监督管理办法》。这两个办法，前者
管住了食用农产品的生产环节，从源头保证
了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后者则把住了食
用农产品进入集中交易市场后的关口，在流
通环节对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进行监管。
这两个办法的实施，使得潍坊市食用农产品
从“产地准出”到“市场准入”实现了彻底
的无缝衔接，建立起了更完备的食用农产品
监管体系。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赵洪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由省食安办、省教育厅、省食品药品监管

局联合开展的“食安山东”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近日启动。
此次活动是为了激励大学生关心社会、关注食品安全，宣传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发现食品安全问
题，提出意见建议，达到“动员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
整个社会”的效果，深入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共建共享。

各高校大学生围绕调查主题，利用暑假返乡期间，在各
自家乡驻地，采取走访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有关部门，深入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等方式进行调查，写出调查报告。省食安办
等三部门将组织专家对报告进行评审。活动设一等奖5名、
二等奖10名、三等奖20名。

□王娟 江玉宝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有限公司获批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继2017年荣膺全国第二批制造业单项冠
军示范企业后，大染坊集团再添一块国家级“金字招牌”。

多年来，大染坊集团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先后建
设省级技术中心、省级工业设计中心，与天津工业大学联合
建立淄博市丝绸生态染整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与武汉纺织大
学联合建立新型纤维功能性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新申报专
利37项。技术先导、创新引领，使这个老工业品牌焕发青
春，新产品产值占比达80%，高端产品产值占比达70%；目
前国内外水星、梦洁、罗莱等一线家纺品牌使用的面料，
90%来自于大染坊集团。

大染坊集团是目前国内唯一具有缫丝、织造、练染印、
长车轧染、筒子染色、丝绸工艺品、服装服饰、国内外贸易
完整产业链的生产企业，丝绸织造总量位居全国同行业首
位，先后获得中国纺织行业十大品牌文化企业、全国新产品
开发贡献奖、全国纺织行业优秀管理大奖等荣誉称号。

“食安山东”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启动

大染坊集团

获批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吴琼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日前，泰安市食药监局的三项调研成果受

到省食药监局表彰，为食药监管创新提供了新的依据。
据了解，2017年，泰安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坚持问题导

向，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和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组
织开展调研活动，总结提升基层创造的食品药品监管方面的
新思路、新方法，形成了许多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
性的调研成果。在2017年度省局优秀调研成果评选中，泰安
市有1篇调研报告被评为二等奖，2篇调研报告被评为三等
奖。

泰安市食药监局

三项调研成果受表彰

从“产地准出”到“市场准入”

潍坊市食用农产品监管实现无缝衔接

□ 本报记者 杨润勤
本报通讯员 赵洪涛

“现在企业搞研发，压力非常大，哪一
个产品能够做好，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个产
品能够真正符合国家的政策，有时候也比较
茫然。这个《意见》出来以后，对我们企业
把控研发方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日
前，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
忠辉说。

郑忠辉说的这个《意见》，是7月3日省
政府发布的《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
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实施意见》。《意
见》提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共分鼓励医药
产业创新发展、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加
强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技术支撑能力、完
善保障措施等5个部分20条具体措施。内容
包括鼓励药品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兼并重组联
合发展，逐步培育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
型企业集团等。

《意见》在山东医药企业引起强烈反
响，山东赛克赛斯医药集团副总经理柏恒告
诉记者，《意见》不仅涉及审评过程中的事
项，更重要的是鼓励企业创新，让企业有动
力开发后续的产品。他们历经八年研发出的
硬脑膜封闭胶，可用于开颅手术后的修复，
是中国首例医疗器械创新产品，目前在做上
市前的生产转化工作。未来还有20多个产品
在研发，而且都是创新型产品。

齐鲁制药药物研究院院长张明会认为，
当前山东经济和企业发展面临结构调整、新
旧动能转换等一系列新要求。在此背景下出
台新的重大举措，对医药企业来说，不仅是
一场及时雨，更是一颗定心丸。《意见》的
出台，有利于营造推动创新的政策环境，推
进医药产业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

山东则正医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贺敦
伟分析，对于研发型公司来说，最重要的是
上市许可人制度。这个上市许可人制度的推
动，让研发公司科研人员有权利拥有产品上
市后的权利。他可以委托生产企业生产，还
可以委托销售企业销售，大大提高了科研人
员和研发公司的积极性。《意见》针对我省
当前药品医疗器械创新面临的突出问题，将
加快上市审评审批，促进医疗器械创新和仿
制药发展。

“患者希望第一时间能用上新的药物，
特别是对那些生命垂危但没有药可用的患
者。所以说这个时候新药的及时上市，对患者
非常重要。毫无疑问，《意见》助推了新药的研
发，给患者带来了福音。”济南市中心医院临
床试验机构办公室副主任药师温清如是说。

省食药监局相负责人表示，《意见》的
出台，对推进我省医药产业转型升级、高质
量发展，加快实现由大到强转变，是一次难
得的机遇，是山东医药产业迎来新旧动能转
换的及时雨和破解山东医药产业大而不强难
题的最佳途径。

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助推我省医药创新

让企业有动力开发新产品

□本报记者 杨润勤 报道
日前，省食安办组织对东营市省级食品安全城市创建情况开展了现场观摩。观摩组认为

东营市创建工作领导高度重视，推进措施得力，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图为省食安办副主
任、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李超群（右三）与东营市相关负责人在某超市查看蔬菜农残检
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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