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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明
王新华 报道

本报济南讯 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吃得好、吃
得健康”成为人们对饮食的
新要求。在1月2日由山东省
鲁菜研究会等组织联合主办
的“2020健康中国·健康鲁
菜高峰论坛”上，来自餐饮
行业协会、烹饪学校、餐饮
企业和食品企业代表，对打
造“健康鲁菜”达成了共
识。

“一直以来，鲁菜给人
的印象是‘黑糊糊、咸糊
糊、黏糊糊’，我现在就餐
经常选择像徽菜、粤菜等菜
系的餐饮店。”济南的单先
生如是说。

山东省兰儒孔膳文化研
究院院长、山东省鲁菜研究
会名誉会长、中国鲁菜烹饪
大师王兴兰说，鲁菜之所以
给消费者留下这样的印象，
一是因为地道的鲁菜多是正
餐，都在高档酒店。因为高
端，价格自然也比较高，走
向大众的步子也受到一定制
约。二是地道鲁菜的烹饪技
术在传承上出现断代，随着
一些老师傅的退休，新人没
有接上。

“吃出美味，吃出健
康，是消费者对鲁菜和餐饮
企业最主要的要求。”山东
省餐饮和住宿行业协会会长
张文魁介绍，山东是餐饮消
费大省，2018年，山东餐饮
业销售额突破4000亿元，约
占全国的1/10，但山东餐饮
品牌走向全国的却极少。

“有超越才能有新发
展。”王兴兰说，鲁菜的创
新不能靠“少放一点酱油，
少添一勺盐”来实现，而要
在传承鲁菜技术的基础上，
从健康的角度进行全面的研发和创新。她认为，振兴鲁
菜，一是要传承鲁菜的饮食文化，加强对从业者的培
训，让鲁菜的文化理念渗入每一道菜品的制作；二是重
视烹饪技术的传承，促进鲁菜烹饪技艺把握，突出鲁菜
特色；三是推进烹饪大师走进专业院校传授鲁菜技艺，
让鲁菜人才源源不断；四是加强宣传，让消费者认识真
正的鲁菜；最重要的是重视鲁菜的“健康”，从食材的
选择开始，制订鲁菜标准，确保全过程的健康，真正响
应消费者诉求。

□记者 杨润勤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里，

山东市场监管亮点纷呈，企业和市民的获得
感明显提升。

市场准入环境持续优化，企业开办时间
压缩至1个工作日，开办环节整合为2个；市
场竞争环境和消费环境持续改善，立案查处
案件48961起，省级监督抽检食品、药品3 . 3万
批次；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和地理标志商标
均居全国首位，新增专利申请18 . 6万件、专
利授权10 . 5万件。

创新完善工作机制，推进部门联合“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建立由常务副省长为
总召集人的联席会议制度；编制《<部门联
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规范>山东

省地方标准》，省政府建立了问责和免责清
单，将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列入绩效考核及全
省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将全省各级7905个政
府部门、1080万户检查对象、4万余执法检查
人员全部纳入一个平台面向社会服务，实现
各行业全覆盖。

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健全食品

安全治理体系。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出台深
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学校
食堂明厨亮灶覆盖率达到94 . 9%；校园周边销
售食品问题发生率从6 . 17%下降到2 . 5%；实施
品牌引领，推出47个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创建食品生产示范基地22家。

扎实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打造高质量发

展新优势。在全国率先实施质量提升中期评
估；消费品质量提档升级，家电、鞋帽、日
化等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达到9 0%以
上；获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品种
约占全国的20%；建成国家级、省级服务业
领域标准化试点项目87个；2900家大中型企
业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开展了148家制造
业企业高端品牌培育；在全国率先打造“质
量链”平台；全省办理专利权质押登记467
件，质押融资60 . 8亿元；国际标准化组织铸
造机械技术委员会、全国量子计算与测量标
委会落户济南，全国唯一的“国际标准化论
坛”和全国首个“国际标准化培训基地”在
青岛设立，全国首家质量基础设施（NQI）
综合服务中心在烟台创建。

□记者 李文明 杨润勤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自去年9月以来，我省严厉

打击食品安全问题，查办食品违法案件5754
件，侦办食品案件791起，捣毁窝点645个，
打掉犯罪团伙398个。我省侦办的4起大要案
件，受到公安部颁发嘉奖令、贺电鼓励。

去年9月，省市场监管局、省教育厅、省
公安厅、省农业农村厅、省畜牧兽医局五部

门联合开展了“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
对全省16市的重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执法
检查、督查。

截至去年年底，全省共销毁假冒伪劣产
品55 . 75万余件，重量1206 . 8吨，涉案金额
2317 . 6万余元；取缔无证经营等违法违规主
体8047家，责令停产停业147家；抓获犯罪嫌
疑人1417人，受到从业禁止、行政拘留等行
政处罚共3493人；全省通过新闻媒体曝光
典型案例5 4 6件，官方网站信息公开4 7 8 3
件。

学校食堂安全管理水平得到提升。全省

16市均完成整治工作目标，19039所学校食堂
实施明厨亮灶，覆盖率达92 . 76%，其中济
南、青岛两市已达到100%。

校园周边食品销售状况得到改善。共查
处校园周边无证食品销售者105家，行政立案
277件，罚没金额109 . 8万元；组织开展2次省
级专项抽检，检测不合格食品135批次，立案
处罚72件，整改22起。校园周边销售“三
无”、过期食品问题发生率从6 . 17%下降到
2 . 5%，抽检合格率从90%提高到97 . 9%。

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态势得到遏制。全省
近百家企业发起《保障食品安全，我们共同
行动》倡议，主动签订自律诚信建设承诺

书。全省抽查269批次产品，未发现标签标识
虚假宣传的情况。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标准化建设得
到加强。省农业农村厅按照“五有”“六落
地”要求，全面推进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机构标准化建设。择优确定了150家乡镇监
管机构作为2019年示范乡镇监管机构，充分
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强化基层监管能力。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环境得到净化。
入网公示许可信息、公示量化分级信息、超
范围经营3项指标抽查的问题发现率，分别下
降29 . 4%、29 . 4%、9 . 1%。总体问题发现率下
降22 . 6%。

我省重拳打击食品安全问题
查办食品违法案件5754件 校园周边食品抽检合格率从90%提高到97 . 9%

山东市场监管提质增效上台阶
◆企业注册一个工作日完成

◆7905个政府部门一个平台面向社会服务

◆学校食堂明厨亮灶覆盖率达9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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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润勤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全省学

校絮用纤维制品及学生服质量监督检查结果，42家学校
存在絮用纤维制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标识不到
位、学生服落实“双送检”“明标识”制度和履行检查
验收记录义务不到位等问题。

省、市市场监管和教育部门按照“双随机、一公
开”原则，随机检查了11所高校、25所寄宿制学校和12
所幼儿园的絮用纤维制品，以及16所中学和32所小学的
学生服。对絮用纤维制品，主要检查学校建立并执行絮
用纤维制品进货检查验收和记录制度情况、絮用纤维制
品的产品标识是否规范及产品质量状况。对学生服，主
要检查学校是否履行学生服检查验收和记录义务，是否
委托有法定资质的检验机构对产品进行检验，产品标识
是否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我省开展学校絮用纤维制品

及学生服质量监督检查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赵洪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针对中药和无菌药品质量

保障体系的薄弱环节，省药监局组织开展了
药品生产企业检验能力评估工作。评估结果
显示，我省药品生产企业检验能力持续提高。

据介绍，药品检验能力评估是药监部门
转变监管理念、改进监管方式，服务医药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一项创新性工作。山东在国
内率先开展药品检验能力评估，自2013年开
始已持续7年。通过评估，帮助检验能力较弱
的企业查漏补缺，对其开展有针对性的监督
检查和抽验，及时消除了风险隐患。

我省药品生产企业

检验能力持续提升

□记者 杨润勤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3日，省市场监管局召

开泰山石交易整治专题会议。会议通报了前
期泰山石保护及交易市场整治行动开展情
况，并要求各市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做好泰山
石线下交易整治、线上交易监管，强化部门
协作配合，严格落实“禁采、禁售、禁运、
禁存”要求，构建长效监管机制。

2019年10月，我省7部门联合开展泰山石
保护及交易的整治行动，禁止线上线下销售
泰山石后，泰山石主要原产地之一泰安市出
台全面“禁售令”。下一步，将线上线下一
起抓，依据现有法律法规、政策处置和落实。

我省加大

泰山石交易整治力度

□高峰 于秀玲 报道
兰陵县长城镇城南村是苍山大蒜传统种植区，村党支部积极领办土地合作社，对接临沂市农业农村局大蒜创新中心，新新上了两座百米长大

拱棚，种植了“蒜早二号”早熟蒜薹品种，目前长势良好，预计3月中旬上市。图为村干部与村民一起在大棚查看苗情，安排大棚冬季保暖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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