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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杨润勤
通讯员 栾振兴 赵洪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召开的全省药品监督
管理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视频会议提出，
2020年，全省药品监管要守底线保安全、追
高线促发展，优化运行机制，创新方式方

法，推进药品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
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会议提出，要构建起全域覆盖、全链贯
通、全面协同的监管机制，加快建立科学完
善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要聚焦职责定

位，全面发起改革攻坚战，大力推进制度创
新和流程再造，持续深化药审制度改革。要
积极推进药品医疗器械创新和监管服务大平
台建设，加快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建
设，增强对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支撑
力。要推动社会共治，实施网格化监管，运

用信息公开、媒体曝光、信用惩戒等手段，
打出监管的震慑力、公信力。要全面落实
“四个最严”要求，用好检查、抽检手段，
深化专项整治，强化行刑衔接和信息公开。要
深化药审制度改革和“放管服”改革，搭建高质
量发展平台，鼓励高端医疗装备创新研发。

□记 者 杨润勤
通讯员 于秀清 报道

本报济南讯 随着疫情防控持续向好，
学校将陆续进入开学季。让家长们放心的
是，此时，济南市章丘区市场监管局的“食
安天网”已覆盖到每所学校的食堂。4月10
日，记者在该局看到，执法人员通过“食安天
网”就能清晰地观察到全区学校食堂的情况。

“发挥‘技防’优势，弥补‘人防’不
足，呵护学生‘舌尖’安全。”章丘区市场
监管局副局长李宗玉告诉记者，他们探索运
用智慧化监管手段，在全区学校、幼儿园、
敬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食堂安装监控摄像
头，构建“食安天网”。通过对库房、烹饪
区、粗加工区、餐饮具清洗消毒区域等主要
场所设置可视化监控设备，并通过技术手段
统一导入在监管部门设置的监控屏幕，通过
监控屏幕，监管人员可以实时随机查看学校
食堂在任何时段的食品加工操作过程及餐饮
具回收、清洗、消毒、保洁等过程，一旦发现问

题，监管人员可立即电话质询并督促整改。
呵护学生“舌尖”安全不仅仅是“食安

天网”，还需要过多道关。食材采购关，督
促建立健全齐全有效的供货商进货查验材料
以及索证索票资料，确保食材原料的可追溯
性；利用学校食堂的快检室，对所进食材原
料随机进行质量检测，对不合格食材原料进
行销毁处置；利用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学校食
堂食品原料进行检测，对不合格食材按照法
定程序进行处置，并追溯供货商、生产商，
倒逼其不断提高食材供应质量。食材加工
关，加工过程必须符合操作规程，所加工食

品必须达到“熟、透”标准，生进熟出不得
混乱，人员晨检必须落实到位，工作服帽必
须穿戴标准，食材贮存销售必须符合要求。
餐饮具清洗消毒关，餐饮具清洗消毒必须彻
底干净，洗消完毕后必须放置于保洁柜内。

值得一提的是，各学校还制订《食品安
全处置预案》并强化演练，在就餐场所设置
咨询投诉值班台，现场解决学生咨询的问题以
及出现的各类投诉。通过推动食品从采购、加
工、贮存、销售等整个环节的有效闭环，提高学
校“精准化”管理的水准，提升经营者自律意
识，将食品安全隐患消灭在风险之前。

□记者 杨润勤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营造人人关心食品安全、人人维护

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日前山东省食品安全委员会
办公室面向社会开展“食安山东”随手拍活动。

活动紧紧围绕食品安全这一主题主线，广泛动员广
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以微视频、图片为载体，从不同视
角、不同侧面，生动展现食品安全状况的改善，从本地
区、本部门、本行业变化中反映食品安全的发展成就，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更加奋发有为地做好食品安全工作。

征集时间自即日起至10月30日。活动分为作品征集、
评选和结果公布三个阶段，设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
等奖20名，11月30日前在有关媒体上公布评选结果。

□苏保颂 高飞 报道
本报临沭讯 临沭县前门村在“第一书记”工作组

带领下，努力增强农村经济造血功能，实现集体收入零
突破。

临沭县纪委监委派驻该村“第一书记”工作组把增
加村集体收入作为该村脱贫致富的重要工作来做，取得
显著成效。争取扶贫资金30万元，建光伏发电项目1
处，每年可以增加村集体收入3万元；与草莓收购企业
对接，在村里流转承包了60亩耕地进行草莓种植；清产
核资全村445 . 16亩村集体8亩，实现增收6 . 5万元。

与此同时，工作组精准对接县发改局、经信局、扶
贫办、农业局、水利局、畜牧局等部门乡村振兴政策，两年
来获得各类政策资金700余万元，实施了村容村貌建设和
农业生产条件改造，为村集体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发挥“技防”优势 弥补“人防”不足

章丘“食安天网”呵护学生“舌尖”安全

优化运行机制 创新方式方法

推进药品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王萍 报道
本报利津讯 “引来种植杭白菊的产

业，百姓有了致富的路子，又请来县里的技
术人员手把手地教着种，贫困户的日子越过
越有奔头。”日前，在西李村举办的杭白菊
特色产业培训班上，利津县凤凰城街道扶贫
办主任李守霞信心十足地说。

西李村是省级贫困村，为了让村民致
富，凤凰城街道投资3000万元，对该村涝洼
地配套建设沟、渠、路等基础设施，建成
2000亩高标准农田，做到旱能浇、涝能排。
在街道扶贫办的引导帮助下，该村引进菊花
茶种植，收购方为村民提供免费的幼苗、肥
料、技术指导，并以每斤4元的市场价收购，
亩产收入4000元，破解了在产业发展上缺技
术、缺资金、缺市场的系列难题，走出一条
产业扶贫的新路子。如今，西李村村民收入翻
番，人均年收入12800元，集体摘了“穷帽子”。

产业扶贫让西李村

摘了“穷帽子”

省食安办开展

“食安山东”随手拍活动

临沭县前门村

集体收入实现零突破

□记者 李文明 报道
春天到来，大地回暖，

济南南部山区成为众多市民户
外踏青的好去处。然而，美景
如画的山坡上却被许多垃圾所
覆盖，大煞风景。记者日前到
济南市历城区港沟镇南部、章
丘区曹范镇南部等山区踏青郊
游，发现许多山坡上堆满了生
活、建筑垃圾，有些垃圾就直
接倒在山间的小路上。附近的
村民说，这些垃圾大部分是一
些个体装修工和收废品的人偷
偷倒的。风景区管得严，垃圾乱
倒的少，不是风景区的地方就成
了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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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奕振兴 赵洪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部署全

省疫情防控用出口医疗器械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组织对
相关生产企业法定代表人和管理者代表进行法规和标准
体系培训。

省药监局各检查分局要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密切配
合，对疫情防控用出口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开展全面
排查，建立出口企业清单并做到动态调整，切实保证出
口产品出口过程可追溯。各级监管部门在特殊时期要保
持对舆情的特别关注，对山东省药监局推送的舆情信息
迅速开展调查，及时上报有关情况。

建立疫情防控医疗器械出口产品清单和监管责任清
单，明确监管对象和监管人员，切实做到监管对象全覆
盖、无遗漏。围绕相关企业取得资质情况、质量管理体
系管控情况等进行全面检查。企业要坚持底线思维，强
化风险管理，凡有证据表明产品质量存在问题的，要立
即停产停业，及时管控风险，问题未查实、责任未分清
前，不得恢复生产经营。

我省对疫情防控用

出口医疗器械企业开展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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