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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李 文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赵洪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山东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通告2019年第一季度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情况，全省共抽检各类食品（含保健食品和
食品添加剂）样品48463批次，其中检验项
目合格的样品46788批次，不合格样品1675批
次，样品合格率为96 . 54%。其中，农药残留
超标不合格样品批次数占不合格样品总数的
27 . 25%。

本次抽查的各类食品样品中，调味品抽
检不合格率最低，为1 . 3%，水产制品抽检不
合格率最高，为4 . 66%，食用农产品和蔬菜
制品抽检不合格率次之，分别为3 . 98%和

3 . 97%。
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包括：农药残留超

标，不合格样品批次数占不合格样品总数的
27 . 25%；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不合格样品批次数占不合格样品总数的
17 . 14%；检出致病性微生物，不合格样品批
次数占不合格样品总数的7 . 96%；标签标识
不合格，不合格样品批次数占不合格样品总
数的7 . 96%；检出禁用农药，不合格样品批
次数占不合格样品总数的6 . 51%；检出其他
污染物，不合格样品批次数占不合格样品总
数的6 . 45%。

针对农药残留超标原因，省市场监管局
相关专家分析，有个别农户会在蔬菜等作物

上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高毒农药，或超
量、超范围使用允许使用的农药，或使用农
药后不到安全间隔期就采收，从而导致了农
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现象的发生。

如何整治？该专家介绍，日前，省食安
办会同山东省食安委有关成员单位出台了
《2019年全省“守护舌尖安全”整治行动总
体方案》，今年将以蔬菜、水果、茶叶等主
产区为重点，聚焦韭菜、芹菜等高风险产
品，加强农药使用管理，管控农药残留超标
问题。在农村和城乡接合部，重点整治无证
生产经营农资主体，特别是流动商贩，严厉
打击利用培训班或展销会销售假冒伪劣农资
等违法犯罪行为。以枣、梨、葡萄、桃等产

品为重点，严肃查处农药违规使用以及滥用
农药等违法犯罪行为。围绕“三鱼两药”重
点区域和项目，继续开展水产品安全专项治
理。在畜禽产品中组织开展屠宰环节非法注
水注药、生鲜乳等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违禁
超限量使用兽药，非法添加、滥用抗生素等
违法犯罪行为。

针对以上监督抽检中发现的问题，我省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或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采
取措施依法查处，督促生产经营者立即封
存、下架和召回不合格产品，及时查找
问题原因、化解风险，并在日常监管工
作中加大跟踪抽检力度，防控食品安全
风险。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赵洪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在全省部署开展药品零售企业执业药师“挂
证”行为整治工作，全面落实药品监管“四
个最严”要求，严厉打击执业药师“挂证”
行为。

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要求，此次
整治行动为期6个月，重点查处执业药师

“挂证”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将辖区内所
有药品零售企业纳入“挂证”行为整治工作
范围，与规范进货渠道和处方药销售、严格
票据管理等日常监督检查内容相结合，严
厉打击药品零售环节存在的违法违规行
为。

对于“挂证”人员，将依据国家药监局
和国家人社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执业药
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和执业药师职业资格考

试实施办法的通知》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
于2014年第二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和承
接国务院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通
知》，由发证市局撤销“挂证”人员《执业
药师注册证》并在官网公开曝光，通报其实
际工作单位。对存在买卖、租借《执业药师
注册证》，未按规定销售处方药等违法违规
行为的药品零售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

《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药品经营质
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列
入年度重点检查对象，视情况采取撤销《药
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注销《药
品经营许可证》等措施严厉查处。

各市局将对撤销《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认证证书》、注销《药品经营许可证》
的药品零售企业及时在市局官网公开曝
光。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贾雁高 报道
本报东阿讯 日前，省食安办在东阿县召开第四、五批

省级食品安全市县创建工作推进会，通报前期创建工作情
况，安排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会议期间，与会人员现场观摩
了东阿县爱尚天天生活广场、东阿府前街农贸市场、北关特
色餐饮一条街等9个食品安全先进县创建业态点。

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李宇红介绍，食品安全市县创建工
作是实施食品安全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建设人民美好生活的
客观要求、是打造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内容。各级
要进一步强化措施，牢牢把握创建标准，切实加强基层基础
建设，不断创新监管能力水平。要深入开展综合整治，加强
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扎实做好巩固深化提升工作，不断推进
食品产业转型升级。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实施协同共治，
强化督导落实，营造浓厚氛围，确保创建工作落到实处。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吴琼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作为与口腔接触最多的用具，餐饮具的卫

生安全状况是食品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为保障消费者饮食
安全，强化餐饮具的监督管理，日前，泰安市市场监管局开
展餐饮具集中抽检专项行动。

泰安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杨树国介绍，此次专项抽检行
动贯穿于餐饮整治提升行动全过程，覆盖全市各县（市、
区），包括餐饮环节集中消毒一次性餐饮具和自消毒餐饮
具。市局每次抽检5-10批次，采取随机抽检、“你点我检”
等形式，适时抽检10次以上。各县（市、区）局调整部分抽
检计划，将餐饮具作为重点，抽检100批次以上。重点抽检
学校（含托幼机构）食堂、承接重大活动接待的中大型酒
店、旅游景区周边餐饮单位和小餐饮等，检测项目包括游离
性余氯、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大肠菌群、沙门氏菌等。通过此次
行动，严厉处罚使用不合格餐饮具行为，倒逼清洗消毒企业及
餐饮单位不但要确保舌尖食品安全，也要确保舌尖用品安全。

□江玉宝 王新华 报道
本报宁津讯 乡村振兴如何留住人才、发挥好人才作

用？宁津县建设乡村人才公寓，让农业技术人员扎根农村、
留在基层的经验做法具有借鉴意义。

阳春三月，走进宁津县探访，引人注目的是各乡镇皆建
有规划如一的乡村人才公寓，可为乡镇和企业引进的工程
师、种植养殖专家提供吃住、健身、文化、娱乐一条龙服
务，让农业技术人员不再“走读”。

到柴胡店镇王世英村指导泥鳅养殖的技术专家，以前每
天吃住在县城，来回奔波很辛苦。现在镇上有了乡村人才公
寓，建有专门的澡堂，农技专家免费入住，安心扎根农村，
指导村集体成立泥鳅养殖专业合作社，通过流转村民土地、
村民入股分红、参与养殖等方式，实现村集体与村民双增收。

据了解，2018年以来，宁津县把乡村人才公寓建设作为
全县人才工作的重点任务来抓，出台了建设乡村人才公寓补
贴政策，支持鼓励有条件、有需求的乡镇或已引进人才的村
通过整合镇、村集体房源，或租用村里一些进城务工人员的
闲置住房，按照统一标识、统一装饰、统一配置“三统一”
的要求，高标准建设。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23处60套乡村
人才公寓，累计入住各类专家580余人次。

乡村人才公寓的建成有效助推解决了基层生产一线招不
到、留不住人才的问题。长官镇积极与齐鲁工业大学对接，
帮助辛集村油用牡丹种植基地聘请齐鲁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
院执行院长、山东省微生物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新利教
授为技术指导。有了人才公寓，刘新利教授常住辛集村，为
牡丹园项目解决了众多专业技术难题。

□王新华 报道
本报禹城讯 4月11日，由中国畜牧业

协会、山东省现代农业技术体系驴产业创新
团队与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首届
（2019）中国德州驴驴产业高峰论坛在禹城
举行，全国驴产业和相关行业的企业家、专
家等150余人参会。

本次驴产业高峰论坛旨在切实加强畜牧
业科技供给，引领支撑和服务现代畜牧业产
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建设，提升驴
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助推精准扶贫。
论坛期间开展了德州驴评选活动，评选出了
驴王、驴后，并进行了驴产品展示和美食比
赛。

山东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伟博士介绍，德州驴从外貌上可分为“三
粉驴”和“乌头驴”两大类型，体型高大，
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具有耐粗饲、抗病力强
等品种特性，属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
种（2006），是我国著名的役肉兼用驴品
种，现已被新疆、陕西、辽宁等24个省区引
为种畜。随着阿胶市场的迅速增长，驴肉、
驴奶等活体经济市场也逐渐活跃起来，养驴
产业盈利模式也由原来的驴皮拉动，转向集
以肉谋皮、皮肉结合、驴奶及副产物综合开
发的新经济体。

全省第一季度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公布

农药残留超标是食品不合格主因

全面落实药品监管“四个最严”要求

执业药师“挂证”将被撤销注册证

首届中国德州驴

驴产业高峰论坛举行

省级食品安全市县

创建工作推进会举行

泰安开展

餐饮具集中抽检专项行动

宁津建设乡村人才公寓

让农技人员不再“走读”

□王文举 报道
4月16日，金正大集团、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沃夫特复合肥有限公司联手启动新型农农民培育活

动。该活动旨在培训农民进行科学种植及施肥，推动减肥增效技术落地，助推农业绿色发展。今年内，该培育活动将陆陆续覆盖全国各地的
100个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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