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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李 文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曲广欣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山东省食药监局、济南市食药监

局、章丘区食药监局联合开展了食品安全“透明工厂”体
验日活动，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消费者代表、社会
监督员、媒体记者参加了活动。

参加体验的代表来到山东冠珍轩豆制食品有限公司和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济南）有限公司，体验者通过玻璃幕
墙参观了企业产品的生产过程。这两家企业均建立了信息
化追溯体系，通过安全管理体系的管控，可以实现食品质
量安全顺向可追踪、逆向可溯源、风险可管控。

章丘华联煎饼坊煎饼加工制作过程令体验者大开眼
界。体验者扫描产品外包装上的二维码“身份证”，产品
相关生产、流通信息便一目了然。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吴琼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日前，记者从泰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了解到，泰安市通过强化监管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治理
和抓好食品源头管理、突出重点环节监管、开展集中专项
整治行动、建立长效机制等措施，特别是他们探索建立的

“4+X”监管组织体系，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杀手锏”。
泰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肖和元介绍，“4+

X”监管组织体系，即实行市、县、乡镇、村4级监管，
全市88个乡镇（街道）都设立了食品药品监管所和农产品
质量监管所，3600多个行政村和社区配备了协管员。同
时，各级公安、农业、林业、水利渔业、畜牧、工商、旅
游等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形成食品监管的合力。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张德民 颜成霞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日前，青岛市李沧区食药监局邀请食品

安全专家在青岛第六十三中学为来自20余家中小学校食堂
的300余名工作人员，讲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规范经营
有关知识。

暑期是学校食堂工作人员充电培训的绝佳时间，李沧
区食药监局瞅准时机，将其作为今年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
活动的重要内容，紧紧围绕“尚德守法·食品安全让生活
更美好”的主题，邀请食品安全专家、营养配餐标杆企业
参与此次活动，内容涵盖食品安全知识、职业技能等全面
培训，为新学期学校食堂经营更规范、配餐更科学，为全
区在校师生饮食安全、营养健康打好基础。

另据了解，今年以来，该局采取事前规划、全程指导
的方式，配合教育部门完成了6所学校食堂的建设，对学
校食堂实施“四个一”系统化管理模式，健全完善经营管理
制度，使全区51家学校食堂全部达到A级量化管理标准。

各界代表参加食品安全

“透明工厂”体验日活动

泰安探索建立

“4+X”监管组织体系

李沧区学校食堂员工

暑期“忙充电”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赵洪涛 报道
本报泰安讯 由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主办的“食安山东”媒体行活动于8月9
日在泰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 2 0余家中
央、地方主流媒体的记者先后采访了泰
安、德州、淄博三地的食品企业、商超
等。

在泰安市巨鼎餐饮有限公司生态餐厅，
后厨的整体操作环境可通过泰安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智慧监管”系统实现无死角监
管。泰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杨树

国介绍说：“餐饮企业的后厨卫生状况曾长
期饱受消费者诟病，绝大多数餐饮企业的后
厨都以一张‘厨房重地，闲人莫入’告示将
食客拒之门外，食客对后厨卫生状况一无所
知。但现在，我们开展了‘明厨亮灶’，通
过监控屏幕将后厨的‘一举一动’尽收眼
底。”

蔬菜“身世”一扫便知。德州市德百超
市的生鲜区建立了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
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肉菜商品流通索证
索票、购销台账的电子化，从而形成来源可
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质量安全

追溯链条。
周村烧饼是老字号，食药监部门把严格

监管作为保护这一老字号的重要一环去做，
做到日常监管不缺席、重要环节不缺位，使
这个老字号一直没有受到假冒伪劣的伤害，
老字号、老品牌的声誉越来越好。淄博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谢锡锋介
绍，在严格的监管下，周村一大批老字号企
业品牌声誉日益提升。

老字号清梅居是淄博市博山区近百年的
食品企业，一直秉承“立业清清正正、做人
风骨若梅”的经营理念，严格按照相关细

则、标准，从原料验收、过程控制、出厂检
测、企业自查等环节，把好原料、生产、
检验各大关口，从来没出现过食品安全问
题。

系统而严密的食品监管“锦囊”，让各
路记者啧啧称赞。省食安办副主任、食药监
局副局长李超群表示，本次“食安山东”媒
体行是山东省食品安全宣传周的一项重要活
动，期待通过媒体的报道，补短板、强弱
项，进一步提升我省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实
现“尚德守法 食品安全让生活更美好”的
目标。

明厨亮灶无死角 质量安全可追溯 严格监管不缺位

主流媒体探访山东食品监管“锦囊”

□ 本报记者 李文明 张海峰
本报通讯员 张 璐

在许多人眼中，啤酒这样的洋玩意儿
是在大都市里诞生的，但在平原县恩城镇
却快速成长着一个令当地人引以为豪的啤
酒产业。

夏日，位于华北平原的恩城镇酷热难
当，但跨进恩城镇啤酒花园却顿感清爽舒
朗。这个园子占地80多亩，以绿色草坪为
主体，鳞次栉比地矗立着用啤酒罐制作的
音乐喷泉、花木凉亭、环形吧台，东南角
几座造型优美的欧式木质别墅，与北面人工
高坡上一个用啤酒罐做成的雕塑遥相呼应。

记者在花园的啤酒屋品尝着纯正的德
国风味啤酒，据该镇党委书记魏凯章介
绍，这个啤酒花园是山东森力集团与德国
盛堡啤酒合作建设的，未来，将以该花园
为核心，建设占地240亩，由啤酒广场、德
国风味的啤酒生产线和德国啤酒花园小镇
三部分组成的恩城啤酒花园，打造国内独
具特色的啤酒特色小镇。

魏凯章说，目前，恩城镇啤酒产业园
已经有3家啤酒企业、2家制罐企业，年生
产啤酒70万吨、啤酒易拉罐18亿只、易拉
盖20亿只，总资产超过30亿元，是中国最
大的啤酒产业镇。

一个平原小镇如何将啤酒产业做到这
么大？“一靠产业扩张，二靠拉长产业
链。”魏凯章一语道出了发展秘方。

最早在恩城镇创建啤酒厂的是山东森
力啤酒公司。2000年成立时，它还是一个
占地仅有100余亩、产品单一、生产能力有
限的小公司。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鼓励
和森力啤酒公司的带动下，恩城镇小褚村
的另外两位农民企业家相继创办了雪帝啤

酒有限公司和汉德酒业有限公司。近年
来，该镇啤酒产业迅速扩张，啤酒工业园
区逐步扩大到1500亩。

为了将这个产业做大，镇上出台了一
系列鼓励和优惠政策，积极引导企业转型
升级。森力集团为了把企业做大做强，多
次到德国啤酒市场考察，与具有200多年历
史的德国Pfungstaedter Brauerei（普丰施达
特）啤酒厂结为合作伙伴，形成了生产原
汁原味的德国白啤、黄啤、黑啤的生产能
力，所产“森力”系列啤酒荣获山东省著
名商标。

啤酒生产规模上来了，政府又出台政
策引导企业拉长产业链。2009年8月，森力
集团投资6 . 7亿元，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民营
制罐企业。2010年11月，受产业发展的推

动，恩城第一家制盖企业——— 山东金帝包
装制品有限公司诞生。上述两家包装企业
所产易拉罐、易拉盖，除了供应恩城镇啤
酒企业外，还成为雪花、青啤、燕京、银麦、王
老吉等知名啤酒、饮料易拉罐的供应商。

“如何以啤酒为题材把产业做得更
大？”魏凯章向记者展示了恩城的新手
笔：依托啤酒产业打造中国第一个啤酒特
色小镇。

今年3月，恩城镇邀请国内知名规划设
计单位，按照打造全国首个啤酒特色小镇
的目标，完成了《恩城镇啤酒特色小镇策
划及修建性详细规划》。该规划以啤酒产
业为核心，设计了包括啤酒工艺体验、啤
酒文化体验、啤酒文化主题公园等在内的
啤酒产业创业园，并将该产业向生态农业

体验、乡村文化旅游、民宿产业延伸，着
力打造以现代农业及民宿产业为支撑的国
际啤酒艺术文化体验村落，产业分布涉及
到除啤酒产业园之外的9个村庄。

魏凯章介绍，按照这个规划，建成后
的恩城镇，年产值可超过100亿元。恩城镇
申报的平原县盛堡啤酒特色小镇已被正式
列入第二批省级服务业特色小镇培育名
单。未来，恩城将与德国方面合作，举办
每年一度的恩城中德啤酒节，邀请欧洲游
客和热情奔放的欧美女郎来恩城共度中国
啤酒之夏。

“届时，恩城中德啤酒节将与青岛啤酒
节遥相呼应，成为山东啤酒产业文化的一
大亮点。”魏凯章对未来的啤酒特色小镇
充满期待。

产业扩张 链条拉长

看恩城如何打造啤酒特色小镇

每年夏日的啤酒节，不仅吸引了周边城里人前来品尝德国味道，还让许多外国人慕名而来，让恩城这个小镇有了洋气息息。

□记者 李文明 通讯员 高广超 报道
本报沂源讯 由山东省地矿局物化探勘查院提交的

“山东省1:5万沂源幅、燕崖幅矿产地质调查报告”日前通
过专家评审。

通过调查勘探，新发现铜多金属矿点1处、银铜多金
属矿点2处、铅锌多金属矿点1处、银铜矿化蚀变带1处。
预测银资源量45391千克，铅资源量37863吨，锌资源量
82040吨。

本次调查通过对沂源金家山铅锌多金属矿典型矿床的
研究，分析、对比金家山层控热液型铅锌多金属矿床的成
矿模式、预测模型，建立了沂源-燕崖地区区域成矿模
式、预测模型，对今后在该地区找矿奠定了基础。

沂源金家山

新发现4处多金属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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