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021年3月7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李 文

电话:(0531)85193245 Email:cjjx2014@126 .com

□记 者 杨润勤
通讯员 李兆敏 王斌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被联合惩戒的日子可真
不好过，多亏信用修复，让企业跳出了‘黑
榜’。”3月1日，山东嘉隆泡沫铝有限公司
负责人齐元臣表示，有了这次教训，企业今
后再也不敢失信了，一定按时年报、诚信经
营。

齐元臣告诉记者，几年前，由于对市场
主体年报制度不了解，企业没有把年报放在
心上，导致企业登上违法失信企业黑名单。
今年年初，齐元臣在办理企业工商业务变更
时被拒，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前些
天，当获悉企业信用可以修复的好消息后，

他立即递交了信用修复申请，公司于2月19
日顺利移出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成功擦掉
“信用污点”，成为一家正常经营企业。

在聊城，像山东嘉隆泡沫铝有限公司这
样亟须进行信用修复的企业并不在少数。它
们大都因各种原因一时“失足”，给自身造
成信誉损失。“有了信用修复，就等于给这
些失信企业一个重塑信用的机会。”聊城市
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去年开始，
为保障市场主体利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市场监管部门抓住“保市场主体”这一关键
环节，深入一线调研，开展失信企业帮扶工
作。主要是对在一定期限内主动纠正其因非
主观故意因素导致的失信行为企业，按照一
定条件和程序，帮助其尽快重建信用。

违法失信企业信用修复工作启动后，聊
城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全面梳理本辖区经营
异常名录企业、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全量
数据，建立失信企业清单，逐一核查每户企
业是否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精确把握监管服

务底数，做细做透信用修复工作。对需要办
理经营异常名录移出、严重违法失信企业黑
名单修复的企业实行即时受理、即时审查，
材料齐全、符合移出条件的，办理时限由5
个工作日压缩为1个工作日。同时，通过集
中约谈和“一对一”约谈等方式，对符合信
用修复条件的，主动靠前指导，做到“应修
复、尽修复”。截至目前，全市经营异常名
录企业名单移出235家，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名单移出7家。

□记者 杨润勤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春节假日期间，山东省市

场监管部门12315平台共处理消费者诉求889
起，比去年同期2045起相比，减少了1156
起，降幅56 . 53%，这意味着我省的食品安全
环境步步趋好。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将以食品上市合格率 1 0 0%为目
标，采取超常措施，构建全链条监管体
系，坚决做到不合格食品不上市、不进
户、不上桌，进一步提升百姓的食品安全
获得感。

首先，全面推行食品安全公开承诺，推
动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对生产企业实施全覆盖监督检查，强化
出厂检验和源头控制；建立落实入市检测机
制，严格进货查验原料公示；推动监督抽检
全覆盖，强化不合格产品处置和违法行为查
处；全面完成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
管理规范提升任务。

农村和校园的食品安全是人们关注的焦
点，2021年将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整治行
动，全面清理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资格，严查
“三无”食品、过期食品翻新销售和假冒侵
权；开展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综
合治理，坚决取缔“黑工厂”“黑窝点”
“黑作坊”。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
严格落实月度自查、季度检查、飞行检
查、督导检查制度，推进大宗食品定点采
购全覆盖，加强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综合治
理。

同时，提升乳制品及肉制品质量安全，
今年的重点是，督促企业落实全过程管理制
度，开展自检自控自查，鼓励企业用信息化
手段建立完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推动乳制
品企业实施HACCP体系全覆盖。在餐饮质
量安全提升上，全面加强餐饮服务风险分级
管理，深入开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治
理，推广“外卖封签”和“互联网+明厨亮
灶”。

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是消费者的一
块“心病”，监管部门开出的“药方”是，
严厉查处保健食品非法生产经营、非法添加
以及标签说明书宣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假借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等形式的欺诈和虚
假宣传等行为，加大对传销的打击力度。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纪殿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山东省市场监管局推荐的“上海

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未履行平台责任案”
入选“全国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典
型案例”，该案件对于保护人民群众网络消费安全，警示、督
促第三方平台、入网餐饮业户合法经营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省于2019年9月至2020年12月在全省联合开展落实食
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专项行动期间，
省市场监管局出台了《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在食品
药品执法办案中落实“四个最严”要求若干问题的意
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在食品药品执法办案中严格落实
“四个最严”要求，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对食品药品
违法行为坚决顶格处罚、处罚到人、行刑衔接、应曝尽
曝，从严从快从重查处违法案件，有效震慑了食品药品安
全领域的违法行为，保障了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赵洪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期，省药监局在其官网打造了“药监

空中讲堂”栏目，并于近日上线开讲。登录山东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官方网站，在“药监空中讲堂”栏目下即可点击观看。

“药监空中讲堂”主要围绕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
安全监管等方面内容，为监管人员、科研机构人员、企业
药品生产、经营人员和社会公众提供“两品一械”安全监
管法规政策解读、信息化服务的知识培训。

省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药监空中讲堂”的开
通，既可以节约培训经费，又能拓宽培训渠道，让大家足
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优质的线上培训资源。目前，第一批培
训课程已上线，课程内容包括药品（疫苗）追溯系统使用
讲解、规章制度解读、审评要求讲解、专业知识交流等。

聊城市启动违法失信企业信用修复工作

242家企业成功擦掉“信用污点”

监督检查全覆盖 坚决取缔“黑工厂”“黑窝点”“黑作坊”

山东不合格食品不上市、不进户、不上桌

我省一案例入选

全国食品药品安全

专项行动典型案例

山东“药监空中讲堂”上线开讲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窦文煜 报道
本报日照讯 面对疫情防控期间有的人发烧、感冒后

没有第一时间前往发热门诊，盲目自行购药治疗，日照市
市场监管局运用“互联网+”思维，在日照市高新区试点
推广“食安日照——— 查安康”智慧平台，通过大数据智能
分析技术，及时发现异常可疑人员和不规范经营的药店，
分级报警，保证药店合规经营、真实登记，在省内率先完
成基层药店与山东省医疗机构（药店）发热患者信息管理
系统无缝衔接。

平台采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提供便捷智能工具，方
便购药人和药店对发烧药、感冒药等药品出售的相关数据
进行真实、有效登记，自动为药店生成“一店一码”，购
药群众只需手机扫码，就可以在线填写姓名、性别、体
温、身份证号、手机号、居住地址等基本信息，完成实名
登记过程。

实现智慧登记上报后，各级监管部门可以实时查看本
辖区购药信息，并能随时一键导出所需时段的数据，平台
自动生成与省发热患者信息管理系统无缝衔接的表格。目
前，该平台日均汇总信息250余条。

日照高新区实现退烧类药品

实名购买、智慧登记上报

□ 杨润勤

食品安全监管必须“零容忍”，今年山
东亮出“全覆盖监督检查”的“剑锋”和坚
决取缔“黑工厂”“黑窝点”“黑作坊”的
“利刃”，以及追溯体系的“慧眼”，打蛇
“七寸”，步步跟进，把食品违法的顽瘴痼
疾逼到“墙角”诛之，让人称道。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食品安
全事关百姓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任何环节
的失守都会留下致命隐患，从“根”上拔除
还须推进社会共治。山东将发挥食药安办、

质量品牌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知识产权战
略联席会议办公室、标准化战略领导小组办
公室等方面的职能作用，推进市场监管重大
事项、难点问题、重要举措上升为党委政府
决策，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毋庸置疑，法治德治并举，刚柔并济是
提升食品安全环境绕不开的路径，山东的
“柔”还包含用好信用监管，建立行政处
罚、行政许可信息共享机制，完善企业信用
风险分类管理办法，与“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日常监督抽查等监管手段深度结合，
瞄准高风险等级实施全面监管、精准监管。

用好社会治理网格化体系，特别是抓住网格
员这个关键因素，提高他们监督市场主体、
发动群众共治的能力。用好群众投诉举报快
速回应机制，在保持24小时回应率100%基础
上，力争办理过程和办理结果满意率100%，
增强群众参与市场监督的获得感。

抓安全就是惠民生，守底线就是保发
展。作为食品生产和消费大省，山东的食用
农产品和食品产量多年稳居全国榜首，这意
味着食品安全监管的任务、责任和力度都要

“棋高一筹”，2021年山东亮出的“食安之剑”，
是公众“舌尖”安全最大的欣慰和期待。

■记者快评

“食安之剑”，公众最大的欣慰和期待

□张玉 杨润勤 报道
为维护稳定的市场价格环

境，青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强化
价格监管，严把价格关。聚焦民
生、旅游、交通运输等重点领
域，深入商超、农贸市场、零售
药店、交通场站、旅游景区等重
点场所，严查不按规定明码标
价、囤积居奇、价格欺诈等违法
行为，春节期间共检查各类市场主
体近200家次。图为市场监管执法
人员在某超市检查商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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