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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李 文

□ 本报记者 杨润勤
本报通讯员 陈 萍

今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于6月18
日至30日在各地开展，主题是“尚德守法
食品安全让生活更美好”。6月19日，由

省食安办、省文明办、省市场监管局等25
个部门联合举办的2019年食品安全宣传周
启动。月底前，“透明工厂体验日”、食
品安全进校园、“食安山东”示范单位集
中宣传、“网络订餐 明白消费 诚信经
营”宣传服务、保健食品“五进”宣传、
食品检验机构邀您来等上百场各具特色、形
式多样的“食安周盛宴”在全省陆续展开。

食品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生产过程能
不能保证食品安全？6月21日，记者在淄博
与市民们一道走进得益乳业“透明工
厂”。参观中给体验者留下深刻印象的
是，企业建立了信息化的追溯体系，对采
购、投料、加工、销售等关键环节信息，
真实、详细地记录并保存，实现了食品质
量安全顺向可追踪、逆向可溯源、风险可
管控。临淄区市民杨华高兴地说：“这一
下我们对这里的乳品了解多了，喝起来更
加放心。”同行的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透明工厂体验日”活动正在全
省各地进行，这项活动不仅让消费者吃得
明白，还有助于企业强化主体责任和市场
自律机制，构建企业负责、政府监管、行
业自律、部门协同、社会监督、公众参
与、信息公开的食品安全共治格局。

“辨识不健康的食品，自觉抵制舌尖上
的诱惑。”6月20日，省教育厅、省市场监
管局组织食品安全专家走进山大辅仁学
校，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的专家为
学校师生讲授食品安全知识，还举行了
“远离高盐、高糖、高脂食品，守护身体
健康”签名活动，让同学们养成安全健康
的饮食习惯。与此同时，千场中小学生食
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宣传讲座活动在全省各
地展开。

光明乳业实行模块化等级管理，严格
内控机制，严把食品安全关；澳德乐购物
中心经营的蔬菜、冷鲜肉等农副食品实现
了全链条可追溯……日前，德州市中心广
场开设专区，宣传这里的“食安山东”示
范单位。食安周期间，全省各地选取不同
领域、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食安山
东”示范单位，开展宣传推广、现场观摩
会，组织同类型或相近类型的食品生产经
营单位到典型示范单位实地学习，听取管
理经验介绍，共同探讨解决食品安全管理
方面存在的问题。组织示范单位经验报告

会，推广先进理念和管理措施，强化企业
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意识。

4月26日至5月31日，全省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已检查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10 . 12万
家，责令整改14793家，下线入网餐饮服务
提供者10200家，责令停业1203家，对违法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立案141件，对第三方
平台立案17件。借助食安周的东风，全省
各地再度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督促网络
餐饮服务经营者诚实守信，依法经营，发动
社会各界对网络餐饮服务进行社会监督。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可以治疗疾
病，拿来当药吃，不仅会耽误治疗，还可
能使病情越拖越严重；假冒保健品，大多
数添有违禁成分，多服可能危及生命。”
食安周期间，山东省暨济南市保健食品
“五进”专项科普宣传大讲堂在济南老年
人大学开讲，通过现场讲解、互动答疑
等，帮助老年人了解保健食品基本概念、
主要特征、法规要求、选购误区。省市场
监管局食安安全总监尚青告诉记者，全省
保健食品“进社区、进乡村、进网络、进

校园、进商超”专项科普宣传活动从食品
安全周开始一直延续到12月底，主要目的
就是普及保健食品知识，促进全社会科学
认知保健食品，提升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
及自我防护意识，构建社会各方共同参与
的科普宣传网络。

同时，为提高公众的食品安全理性认
知，全省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畜牧兽
医、海关等省市两级食品相关检验机构同
步对外开放，通过食品检验机构开放日活
动，为公众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上百场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食品安全宣传活动陆续展开

山东25部门联合打造“食安周盛宴”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闫 栋 报道
本报威海讯 眼下，城乡居民对高品

质生鲜食材、食品的消费需求日趋旺盛，
相对于一般食品，这些食品追溯起来难度
更大。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记者在威海
家家悦九龙城超市看到，这里的生鲜食品
销售十分火爆，海南的香蕉、新疆的枣，
各种肉禽、蔬菜等受到消费者青睐。威海
市民王霞在超市里的一台肉菜追溯机器上
扫描一袋鲅鱼水饺包装上的二维码，产
地、生产时间、进货时间、产品种类、检
验检疫等信息一目了然。

“生鲜食品更需要严格的追溯体系，我
们引入RFID射频、自动条码识别、手持终
端技术，对实施可追溯的商品进行单品管
理并实名备案，每个批次的商品都设置单
独的追溯码，通过自动识别码，使每个批
次商品都拥有唯一的‘身份证’。”家家
悦集团副总经理丁明波介绍说，截至今年
一季度末，家家悦直营连锁门店达750多
家，这些门店里的肉禽、海产、蔬菜、水
果等所有生鲜商品“来源可查、去向可
追”。开展追溯体系建设以来，家家悦从

订货平台、化验室检测能力、追溯平台建
设、生鲜配送中心软硬件改造、全程冷链
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改造提升，并与
城市追溯平台实现数据有效对接，使进入
各门店销售的所有生鲜商品实现质量安全
全程可追溯。

生鲜食品质量追溯涉及上游到下游、
生产到流通的多个环节，对全程管控提出
很高要求。家家悦开展“基地+超市”的农
超对接模式，与全国200多个合作社建立直
接合作关系，实现了所有生鲜商品的源头
直采；与多家科研院所合作，从环境标
准、产品标准、包装标准入手，制订了农
产品生产、运输、配送、加工、销售的统
一标准，委派专业技术人员到生产基地对
农户进行指导，按照标准化、规范化要
求，提高种植技术，进行科学种植。同
时，在农产品包装环节标明产品名称、生
产者、产地、日期、净重，建立农产品可
追溯机制。

食品追溯体系与严格的市场准入是分
不开的，家家悦投资3000万元建立了农产
品检测中心，对蔬菜、水果进行批批检
测，合格后才能入市销售；在各区域设立

了区域农残检测室，对自采商品每批次检
验，对配送商品进行30%的抽检；果蔬类产
品主要通过气相色谱仪的定量检测和农残
速测仪的定性检测双重管控，有效降低安
全风险；鲜海类产品根据抽检计划进行抽
检，进口生鲜商品需提交出入境检验检疫

证明及报关单。进入超市的所有农产品都
明确标识产地信息，检测结果全部上传门
店证照公示平台，门店通过流媒体或电子
屏公示。

运输环节是生鲜食品关键，家家悦已
建成农产品冷链物流实时在线管控平台，
通过北斗系统、GPS定位、电子温控技
术，实现农产品产、运、配、销全链条的
冷链实时管控。从订货、销售、物流存储
及运输等维度进行大数据统计分析，根据
商品的不同制订不同的标准件，自行设计
水果周转筐、蔬菜周转筐、肉禽周转筐等
标准化配送载具，基地源头供应商根据不
同商品标准件规格进行加工包装，商品从源
头到物流到门店的各环节全程不倒筐配送。

对此，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宇
红表示，大企业体量大，市场占比高，风
险影响也大，是食品安全的“压舱石”。
下一步要督促大企业自觉落实主体责任，
主动开展食品安全状况自查，主动监测上
市产品质量安全状况，主动建立食品安全
追溯体系。加强全程监管，督促大企业严
格实施从原材料进厂、生产过程控制，到
出厂检验、运输销售全过程管理。

消费需求高但全程管控环节多难度大

生鲜食品更需严格的追溯体系

■记者探访

□记者 杨润勤 报道
食品安全周期间，记者在威海的家家

悦九龙城超市看到，许多消费者在购买生
鲜食品时，在一台肉菜追溯机器上扫描一
下，立刻可查看到食品的产地、生产时
间、进货时间、产品种类、检验检疫等信
息。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赵 鑫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保障学生食品安全和

营养健康，进一步加强校园周边食品安全
监管，建立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省市
场监管局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
了《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十条措
施》，并于6月21日食品安全周期间向社会
公布。其中，实施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店铺

网格化监管、规范经营、分级分类监管、
专项抽检、信息通报、举报等成为重中之
重。

监管措施主要包括，全省各地将开发
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店铺电子地图，以地图
形式呈现经营者基本信息、监管人员信息
及监管动态信息，实施网格化监管，并通
过网站、微信小程序向社会公开，方便公
众查询和监督；制订校园周边食品销售规

范，推动形成地方标准，实现校园周边食
品规范化经营；对校园周边食品经营者划
分类别，实施分类监管；每年度安排校园
周边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抽检，根据风险分
析确定抽检重点品种和检验项目，并组织
开展“你点我检”等活动；突出开学等重
要时间节点，对该网格内经营者检查、抽
检、处罚信息进行公示，震慑不法经营行
为；利用各类即时通信工具或监管信息平

台，建立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监管人员、食
品经营者、学校与家委会通信网络，实现
信息互动。

同时，联合教育部门，以监管网格为
基础，推动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兼任中小学
校“食品安全辅导员”。邀请热心家长、
老师、媒体记者、志愿者等，利用“吹哨
人”“随手拍”等方式，对校园周边食品
经营存在的问题进行监督和举报。

我省强化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监管
开发食品经营店铺电子地图 利用多种方式鼓励监督举报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颜成霞 报道
本报青岛讯 市民最关心哪些食品安

全问题？对食品安全的建议是什么？青岛
市市场监管局在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推出
“问计于民”调查活动，邀请市民参与问
卷调查，征集市民最想抽检的十大食品和最
想抽检的场所，为岛城食品安全出谋划策。

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他们从市民日常生活接触频率最高的
食品中选择了25种产品，供市民从中选出
最想抽检的十大食品。分别是生鲜肉、蔬
菜、水产品、水果、粮食、植物油、烧烤
食品、熟肉食品、粉丝粉条、奶粉、生鲜
奶、鲜蛋、儿童膳食食品、蒸煮类面制
品、油炸类面制品、饭店餐具、火锅调
料、饮用水、食用油、酒、糖果和巧克力
制品、茶叶、糕点、饮料、坚果炒货。而

最想抽检的场所则提供了批发市场、农贸
市场、大型商品超市、小区附近食杂店、
路边摊点、集体食堂、大饭店、小饭店、
小饭桌等供市民选择。

7月2日，“走进市办实事见证民生项
目暨市民关注的十大食品抽检活动”启动
实施，兼顾各级监管环节，统筹城乡区
域，结合居民食品消费特点，根据不同消
费渠道所占比重合理确定抽样数量。

青岛食安周推出“问计于民”调查活动
为岛城食品安全出谋划策

□记者 李文明 通讯员 李龙光 报道
本报临沭讯 6月27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农

业机械手、种植大户、农业技术人员聚首临沭，参加由金
丰公社组织的“中国·首届万名社长农服大会”首场大
会，共同谋划农业现代化发展新模式。本次大会将在近期
连续举办10场，参会人员累计超过万人。

金丰公社自成立以来，围绕如何解决“谁来种地”和
“如何种地”两个难题，不断进行探索和总结，取得了较
好的成绩。截至目前，金丰公社已经在全国成立县级金丰
公社近300家，建立了一支由61200名社长、机手组成的服
务队伍，招募社员230万人，服务超过1125万亩耕地，覆
盖了全国28个省市。

为推动农业现代化，金丰公社针对打药、浇水，经作
区大棚翻地、轨道运输和果树区的开沟、修枝等种植难
点，配置无人机植保机、自走式植保机、浇水带设施、果
树开沟机等机械设备20000多台。并且通过整合拖拉机、
播种机、收割机等常用农业机械近万台，实现了金丰公社
全程托管和半托管土地的机械化服务。金丰公社还在高强
筋小麦、弱筋小麦、青储玉米、糯玉米、高油酸花生、优
质水稻等订单农业项目上获得突破。同时越来越多的县级
金丰公社通过金丰公社的资金支持，建立了自己的粮食收
储仓库、烘干塔等设施，帮助老百姓切实解决卖粮难、卖
好价难的问题，不仅帮助农户增加了收入，同时也优化了
粮食种植结构。

大会提出，金丰公社将通过菜单式服务、订单式服务
和保姆式服务，实现“减少投入10%，增加产量10%”的
服务目标。金丰公社董事长李计国表示，他们将通过自身
优势，在上游聚资源、中游建网络、下游做服务，全面打
造以为农民增加收入为核心目标的服务体系。并将以此模
式激励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打造一支30万人的具有现代
服务理念和服务技能的专业农业服务队伍。

首届万名社长农服大会开幕

金丰公社将打造

30万人的专业农服队伍

□王渲松 杨润勤 报道
6月20日，省教育厅、省市场监管

局组织食品安全专家走进山大辅仁学校，
举行了“远离高盐、高糖、高脂食品，守
护身体健康”签名活动。

□刘英 杨润勤 报道
▲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临沂市市场监管局组织相关工作

人员到兰山区柳青街道红盾社区开展保健食品“进社区”专项
科普宣传活动。

□记者 李文明 通讯员 王文举 报道
本报临沭讯 6月24日，“全国土地日”前夕，莒县

小店镇吕家崮西村村民、葡萄种植户王洪亮家的小院来了
许多种植户，吸引他们的是这里正在举办的亲土种植土壤
健康大讲堂。

为本次大讲堂授课的有金正大集团科学院的农技师，
还有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诸葛玉平以及金正
大集团董事长万连步。他们实地观摩亲土种植葡萄示范田，
与种植户零距离交流，并对农户土壤改良进行技术指导。

吕家崮西村常年种植葡萄、油桃等高价值经济作物，
全村拥有温室大棚500多个。在相隔不到十步的两个大
棚，亲土种植示范田里的葡萄长势非常旺盛，叶片浓绿，
葡萄个大饱满、着色均匀鲜亮，而传统种植的对照田葡萄
长势偏弱，尚未完全上色熟透，且着色不均。

“俺家的大棚仅仅在追肥期使用了亲土1号，就取得了
明显的效果，葡萄成熟早，又大又甜，比别人家葡萄提前
上市10多天，现在已经卖了2000多斤，赚了3万元。”作为亲
土种植的示范户，王洪亮率先尝到了土壤改良的甜头。

为什么会有这样明显的差异呢？农技师现场测量土壤
发现，示范田土壤由改良前的偏酸性（pH值5 . 6）改善到
接近中性（pH值6 . 6），土质疏松，青苔现象也明显比对
照田少，示范田葡萄的糖度比对照田的也高出2度。

诸葛玉平向种植户介绍：“很多大棚养分含量其实并
不低，为什么产量、质量上不去？关键在于土壤环境，能
不能保障作物吸收好、利用好、生长好。亲土种植在土壤
改良的效果上比较突出。”万连步说：“我们大力推广亲
土种植技术和专业服务，就是要从‘根’上解决作物种植
难题，先让土壤健康，作物才能高产优质，不仅要让农户
看到眼前农作物的提质增收，更要从长远着眼，帮助农民
守护好良田沃土这个金饭碗。”

据悉，过去一年来，金正大集团联合政、产、学、
研、用等百家机构、百名专家，在全国上千个县发起亲土
种植百千亿大型公益活动，推动亲土种植落地。截至2018
年底，亲土种植已覆盖中国1 . 6亿亩耕地，不仅有效改善
了土地健康，平均增产15%，还减少化肥使用量30%，减
少农药使用量10%，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金正大组织专家

指导农户土壤改良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王周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21日下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济南

召开生产销售不合格劳动防护用品生产企业和经营者约谈
会。会议简要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山东监督抽查情况，分析了
不合格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对生产企业保证产品质量、经营
者把好进货关以及市场监管部门加强质量监管提出要求。

会议提出，不合格劳动防护用品的生产企业要立即停
止生产和销售，对已出厂、销售的不合格产品应依法进行
处理，主动召回并妥善处理，防止出现严重质量责任事
故；生产企业要严格原材料采购，杜绝不合格原料进厂，
进一步改进生产工艺，严格出厂产品检验，确保不合格产
品不出厂。销售商应严格供货查验，建立完善进销货台
账。有关单位要根据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的要求，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省局将予以公告；公告后经复查仍不
合格的，停业整顿；整顿期满后经复查产品质量仍不合格
的，吊销营业执照。对于监督抽查结果信息及行政处罚信
息，将及时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程宗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26日上午，济南市章丘区举办2019

年食品安全进校园暨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
据介绍，食品安全进校园活动通过宣读《校园餐饮诚

信经营》《拒绝垃圾食品 健康从我做起》倡议书，倡导
校园餐饮业户诚实守信、依法经营；引导学生自觉抵制不
安全食品，保护身体健康。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
传单、开展食品安全讲座、参观学校食堂“透明厨房”等
多种方式宣传食品安全法律，科普食品安全知识。同时，
组织开展“透明工厂体验日”活动，邀请市民代表、新闻
媒体等社会各界人士参加，零距离参观食品生产企业。

省监管部门约谈不合格

劳动防护用品生产经营者

章丘启动食品安全进校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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