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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李 文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吴琼 报道
本报泰安讯 食品操作间生熟分开，食

品加工过程井然有序；餐用食材清洗消毒按
类划分，洗菜池、切菜刀、切菜砧板等不同
功能间错落有致……日前，记者在泰安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过智慧监管平台，看到
了泰安市巨鼎餐饮有限公司一所餐馆后厨清
晰的一幕。该局副局长杨树国说：“我们智
慧监管的‘慧眼’,可以实现移动监管，实时
调取画面查看，对餐饮质量提升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

眼下，这双“慧眼”能看到泰安众多的
餐饮企业。泰安腾达文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一天生产6万份盒饭，供给学校和企事业单
位，每一个盒饭都在“慧眼”监管之中。该
公司负责人介绍，腾达餐饮“精准扶贫+种
养殖基地+配餐中心+学校”及“大型供应商
+购销平台+泰安市餐饮协会”双链条模式，
从源头对食品安全进行把控，在采购中杜绝
劣质、变质、三无产品进入市场，在源头把
关杜绝问题食品流入泰安的餐饮业内，为食
品安全严格把关。

“不仅是‘智慧监管’，我们多方‘张
网’守护百姓的舌尖安全。”泰安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肖和元说，围绕群众关心
的热点问题，抓好农产品检验检测，严把农
产品产地准出关，推行韭菜“双证”管理。
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建成使用餐
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场，处理规模达到110
吨/日。整合规范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实
现监督检查和抽检全覆盖。先后组织开展了
“守护舌尖安全”、旅游景区食品安全治
理、食品“三小”等集中专项整治行动。开

展综合执法，取缔了全部户外烧烤店，并统
一规划建设了6处烧烤园区。去年，泰安市
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共查处案件3439件，查获
违法产品涉案货值39 . 9万元，罚没款总计
1205 . 5万元。

据了解，泰安食品监管的另一大亮点
是，所有持证食品生产企业都要建立安全信
用档案，一项不达标就出局。经过分级分类
监管，5 0 2家食品企业建立了安全信用档
案，所有乳制品企业都建立了质量安全追溯
体系。

◆智慧监管源头把关 ◆监督检查和抽检全覆盖 ◆建立企业安全信用档案

泰安多措并举守护百姓舌尖安全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赵洪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13日-24日，省食安办

组织对第一、二批国家、省食品安全市的主
城区、首批省级食品安全县及2018启动创建
的60个县（市、区）开展集中督导检查。对

已创建成功的市县，督查持续推进创建工
作、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深化提升等工作情
况；对新启动创建的县，督查动员部署、建
立完善推进机制、各业态相关制度建立落
实、工作规范运行等情况。

为确保督导检查效果，省食安办组织各

市食安办抽调专业精干人员组成17个检查
组，开展异地交叉检查。在检查形式上采用
随机抽查业态点的方式，以现场检查为主，
突出基层监管能力建设、“三小”整治、农
贸市场升级改造、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
等重点工作。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许永飞 赵彩虹 报道
本报冠县讯 “打开智慧监管系统，全

县13类涉及食品药品企业、3万余条监管信
息、220余家视频监控企业、164 . 5万条食品
销售记录等，全部呈现在眼前。”日前，在
冠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智慧监管平台前，
冠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稽查大队
大队长张胜介绍说。

在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先进县”过程
中，冠县搭建“互联网+智慧监管”平台，
有效提升了食品药品安全风险防范能力和现
代化监管水平。2017年，为巩固提升创建成
果，冠县全力建设食安冠县“放心工程”，
并研发了食安笑脸地图。今年，他们又对智
慧监管系统进行优化升级，增设“僵尸企
业”分类处理和电子文书生成及打印功能，
平台首页融合多系统、多功能快捷入口，关
联不同页面。

另据了解，该县推广“明厨亮灶”，实
现餐饮饭店和学校食堂后厨可视化。在企业
前端安装摄像头等视频监控设备，通过大数
据网络传输、解码传至电脑、手机等终端设
备，执法人员能够随时“查岗”，远程监
控、零距离监管。

同时每家企业均会生成一个独有的二维
码，消费者通过手机扫一扫即时观看企业后
厨或现场情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面向消费
者、企业用户和监管人员提供网络实时视频
查看和管理服务的可视化系统。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李增席 报道
本报潍坊讯 “灾情发生后，食品药品监管人员第一

时间赶赴现场，对受灾群众安置点的餐饮食品安全进行了
细致检查，对现场加工食品进行实时快检，确保受灾群众
饮食用药安全。”8月25日，潍坊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寿光洪灾发生后，监管人员对发生洪灾的地区迅速开
展食品药品风险隐患排查，重点检查被淹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特别是农贸市场、饭店、学校食堂和受灾群众集中安置
点及各类药店，及时消除食品药品安全隐患。严格检查食
品采购索证索票制度，严防污染食品、来源不明食品、被
浸泡过的食品及原料、半成品和病死、淹死的禽畜流入食
品生产销售、餐饮服务环节。坚决杜绝销售受潮变质药品。

潍坊全力保障受灾群众

饮食用药安全

冠县实现餐饮饭店和

学校食堂后厨可视化

我省开展食品安全市县异地交叉检查

□高芳 报道
本报邹城讯 近期，邹城市太平镇建设的“网格服务

中心——— 网格服务站——— 网格服务员——— 群众”四级网络
服务体系，有效破解了农村食品安全监管难的问题。

在村民中设立食品安全专职副主任是该镇实施的食品
动态网格化监管中的一项措施。邹城市食药监局局长王振
兵介绍，为了对农村点多小散、动态性强的食品进行有效
监管，该镇对农村食品安全实施网格化管理，在每一个村
设一名专职副主任，农村有关集体聚餐等食品安全问题，
他们通过数据平台上报聚餐信息后，网格化平台分流信
息，联系食品药品监管所。目前，该镇92个村设立了95名
综治办专职副主任，11个办事处设立了11名食品安全网格
化管理员。食品安全网格化管理体系的建立，打通了全镇
农村食品安全的“最后一公里”。

太平镇首创食品动态网格化监管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许 腾 报道
8月22日凌晨2时至4时，

淄博市及博山区食药监局执
法人员来到位于博山区颜北
路的一处蔬菜批发市场，对
韭菜、藕和辣椒等高风险农
产品进行突击检查和抽样检
测。

淄博市食药监局市场流
通监管科科长岳爱军介绍，
检查的目的是通过流通环节
的检查倒逼源头，使业主安
全意识进一步提高。



□江玉宝 杜明德 报道
本报沂源讯 日前，“朱彦夫家乡的桃子熟了”———

媒体在行动大型采访活动在沂源县西里镇启动。来自国内
数十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时代楷模”朱彦夫的家乡——— 西
里镇张家泉村采访。

西里镇是朱彦夫的家乡，也是江北最大的中华寿桃生
产基地，有“中华寿桃之乡”之誉，种植面积2万亩，年
产鲜桃过亿斤。

为做活“桃文章”，该镇创新发展思路，以桃树为纽
带打造“蜜桃小镇”，延伸产业链条，加快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由赏桃花、卖桃花，到把桃花加工成桃花茶、精
油，研发出美容、洗浴等用途的桃花制品，远销国内外，
年加工鲜桃花100多万公斤，年销售额达3000万元；桃子
成熟了搞采摘、做果脯，老化桃木制作工艺品，桃树根做
成根雕，形成了一条特色“桃文化”产业链，成为农民脱
贫致富增收的“金链条”。

“蜜桃小镇”长出产业“金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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