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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李 文

□记者 杨润勤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如何确保食品安全？如何

让好产品走遍天下？山东省食安办整合各方
力量打造的“食安山东会客厅”正在发挥着
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推动品牌食品的发展，我省自2014年
启动了“食安山东”品牌引领行动，探索开
展“食安山东会客厅”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食安山东会客厅’是我省为高端食
品品牌搭建的一个综合营销服务平台。能够
进驻这个平台的企业，必须是分级分类监管
在B级以上的食品生产企业、产品可追溯的
农业合作社和其他品牌美誉度高、有培育前

景的企业。这个平台综合运用监管、可追
溯、大数据等手段，让平台上的企业产品质
量有保障，销售更广泛。”省食安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食安山东会客厅”包括行业协
会自治体系、品牌宣传营销体系、食品安全
追溯体系、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等四个体系。
行业协会自治体系，严格审查进驻平台的企
业资质；品牌宣传营销体系，对进驻企业线
下以图文、视频等媒介介绍产品的加工过程
和营养特性等，线上平台基于互联网平台采
集大数据，利用B2C（商户对客户）、B2B
（商户对商户）两种营销模式，为消费者推
广优质的食品和食用农产品；食品安全追溯

体系，把配送公司、种植养殖基地、食品企
业等纳入统一管理，建立评级制度，倒逼供
应商把食材溯源信息、农药残留检测信息、
智能分拣信息上传平台；食品安全监管体
系，依托线上平台产生的运行数据，整合综
合监管、风险预警监测、舆情监控、信用信息、
信息发布、明厨亮灶等，监管部门能够实时抓
取业户生产经营过程。目前，菏泽、日照、枣
庄、临沂四市已率先建设运营了这样的平台。

记者在“食安菏泽会客厅”看到，这里
已进驻企业110家，铺设智慧零售终端48台，
建成并运营广州、苏州、济南、兰州“食安
菏泽”品牌运营中心。另据了解，“食安日

照展销馆”开设了网上展馆和手机版展厅，
实现线上线下同展示、共宣传、齐推广；
“智慧食安枣庄”已经实现部分城区全覆
盖，进驻单位达到2000余家。临沂投资4000
万元建设的“食安临沂51食品网”已建成并
开始运营。

省食安办认为，此模式通过平台实现实
时抓取、在线监管，提升了监管效能；食品
生产经营单位利用平台展示营销、推广品
牌、开拓市场，实现了抱团发展；平台减少
了中间流通环节，为消费者提供了质优价
廉、绿色安全的食品；消费者在线查询产品
的“身份证”,吃得更放心。

□王新华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2月17日-18日，山东省蜂

业协会成立30周年大会在泰安举行。山东省
蜂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资源、科技、
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为蜜蜂产业开展各类服
务，有效地推动了全省蜂业产业的壮大。30
年来，我省蜜蜂存养量由16万群发展到55万
群，年生产蜂蜜由6000吨发展到20000吨，蜂

王浆产量由25吨发展到150吨，蜂蜜、蜂王浆
年加工贸易量分别达3 . 5万吨和500吨，全省
销售额过千万元的蜂产品加工企业达到10余
家。

据介绍，山东省蜂业协会成立30年来，
坚持以服务行业、会员、政府和社会为宗
旨，助推小蜜蜂成就大产业。协会以产业智
慧化和跨界融合为主攻目标，以推进蜂产品

深加工技术、蜂产品保健和蜂疗特色疗法、
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蜂业“新六产”、蜂业机
械智能化为主要内容，积极推进行业转型升
级。联合专家进行科技攻关，开发精制蜂
蜜、蜂蜜柠檬和蜂蜜酸奶、蜂蜜醋、蜂蜜
酒、花粉饼干等深加工产品。推进蜂业与休
闲旅游、文化、康养相结合，协助建立蜜蜂
生态文化园。积极开展技术培训及交流，全

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据了解，山东省蜂业协会成立于1989年4

月，是以从事养蜂业及相关产业的团体、企
业及个人自愿组成并依法登记成立的非营利
性法人社会团体，目前拥有省直单位会员
3 0 0个，省市县级蜂业（养蜂）协会、学
会、研究会、研究所46个，示范合作社180多
个，个人会员发展到2000多人。

■市场看点

我省创建食品安全共治共享新模式
首创“食安山东会客厅”，助力优质产品打天下

科技支撑 跨界融合

省蜂业协会助推小蜜蜂长成大产业

□记者 吴宝书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2月11日-12日，“食安山东”品牌建

设培训班暨现场观摩会在日照举办，来自全省各市食安办
相关负责人参加了观摩和培训。

11日下午，与会人员观摩了“食安日照展销馆”、东
夷小镇餐饮示范街、山海天便民市场、石臼街道凤凰社区
工作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北方绿茶生产基地等6个现
场。12日，日照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企业代表及菏
泽、临沂、枣庄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在会上分别介绍了
推进品牌建设的经验做法；省标准化研究院对12月5日刚刚
发布的《“食安山东”公共品牌通用评价标准》进行了解读。

据悉，《“食安山东”公共品牌通用评价标准》是我
省关于“食安山东”品牌建设的首部地方标准，为实施
“食安山东”品牌引领行动、培育优质食品品牌、提升区
域食品安全水平提供了依据和支撑。截至目前，全省已创
建食品生产加工示范企业864家、生产示范基地22家、食品
流通示范单位5000家、餐饮服务示范单位（街区）3211家。

□胥志忠 杨润勤 报道
本报利津讯 今年以来，利津县明集乡深入开展村级

网格员培训，推进辖区食品安全。目前已举办培训班13
期，培训村级网格员、食品经营从业人员800余人次，发
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食安乡村”得到进一步提升。

培训主要内容为《食品安全法》《山东省食品小作坊
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培训中，
执法人员对食品经营单位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应落实的
责任进行了讲解，强调食品经营单位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
任人，督促各单位严格执行各项制度。

“食安山东”品牌建设培训班

在日照举办

明集乡培训村级网格员

推进辖区食品安全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赵洪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22日，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

办的“安全用药进社区”活动走进济南赤霞广场，为市民
带去了专家义诊和安全用药知识科普，帮助他们了解基本
的用药知识，保障健康和安全。

记者看到，现场设有视力筛查、测血压血糖、中医问
诊和中药真伪鉴别讲解等义诊项目，每检查完一项，就可
以得到一枚小贴纸，集齐3张小贴纸还可以获赠一套安全
用药宣传册当做纪念品。这些宣传册是由省药监局专门定
制的，包含如何科学吃中药、儿童用药指南、医疗器械科
普、家庭常用药和日常用药误区等，内容囊括了安全用药
的方方面面，非常受中老年人欢迎。

相关专家介绍，中老年人对于安全用药的知识是有需
求的，“安全用药进社区”活动的举办，正是顺应了这一
需求，再加上专家义诊，更是有利于他们的身体健康。

省药品监管局开展

“安全用药进社区”活动

□张宝贤 杨润勤 报道
12月16日至18日，优品嘉年华——— 东西扶贫协作农产品产销对接会在济南山东大厦举行，来自省内外的90余家企业360余种农优产品汇聚

于此，特别是来自临沂的农产品受到与会者的青睐。据介绍，临沂在强力推进优质农产品基地品牌建设的同时，抓认证证、抓检测、抓追溯，
一品一码，保证了农产品无公害、无农残。图为对接会上的临沂展区。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王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2月19日，青岛市市场监

管局发布2019年市民最关注的十大食品专项
抽检结果，抽检的1000批次样品合格率为
96%。对不合格食品已全部依法进行了查
处，其中，立案25起，责令整改15起，已结
案21起，罚没款2万元。

据了解，青岛市市场监管局根据此前收
集到的21 . 4万份调查，确定今年的“十大食
品”依次为生鲜肉、蔬菜、水果、熟肉食
品、烧烤食品、生鲜奶、水产品、鲜蛋、复
用餐饮具和粮食加工品；市民最想抽检的场
所依次为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大型商场超
市、小区附近食杂店、小饭店、路边摊点、
大饭店。本次活动共抽检1000批次样品，重
点检测农药兽药残留、非法添加、有毒有
害、以假充真等市民关注度高、消费量大、
消费投诉较多的项目。经检测，不合格样品
有39批次，总体合格率为96%。

青岛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透露，此
次抽检反映出的主要问题是农兽药残留超标
和复用餐饮具卫生不达标的问题，主要表现
在复用消毒餐饮具中检出大肠菌群、阴离子
合成洗涤剂超标；熟肉制品、烧烤肉制品中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涉及山梨
酸及其钾盐、亚硝酸盐2项；水果中检出农
残超标，具体为香蕉中的吡唑醚菌酯超标。

青岛专项抽检

市民最关注的十大食品
抽检1000批次样品合格率为96%

□孙中鲁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寒冬季节，济南市山大路北段的山东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依然绿意盎然，这是该中心
开展生态校园建设取得的成效。

该中心以文明单位创建为契机，以校园生态环境提升
为抓手，科学规划，精心布局，集中优势资源高标准优化
育人环境。院内种植各类树木20余种、花草10余种，环境
得到优化美化。每到秋天，院内桂花香气四溢，石榴垂挂
枝头，海棠果鲜艳欲滴；每到冬天，落光了叶的银杏树上
依然挂满密密匝匝的果实，成为备受好评的花园式校园，
为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干部培训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该中心
还将校园对外开放，使更多的市民享受优美环境。

省市场监管局教育培训中心

生态校园建设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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