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旦“丝绸之路经济带”建立，直通欧
洲的货运快车将畅通无阻，不仅能够节省大
量时间成本，对沿线中亚国家的出口也能够
实现市场覆盖

跟班检验
特种设备检验工作质

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
安全生产乃至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山东省特检院积极
转变工作作风，制定并实施
领导跟班检验工作制度。 该
院领导班子每月至少有 1
个工作日深入到检验现场跟
班检查，走访特种设备使用
单位了解检验需求，听取工
作建议，持续提升检验质量
和服务水平。 （邵彩霞）

图片新闻

“老外”都吃烟台的龙口粉丝？
答案是肯定的。 5 年前，“龙口粉
丝”正式获得欧盟审核，成为我国
第一批正式与欧盟互认的地理标志
产品，可以在欧盟 25个国家获得法
律保护。自此，销往欧盟的龙口粉丝
开始逐年增加，更多的“老外”开始
认识龙口粉丝。那么，5年后，在“一
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下，龙口粉丝
是否又能搭上发展的快车呢？

招远：年产 50万吨

3月 19日，烟台市质监局一行
人来到了龙口粉丝的主产区———招
远， 粉丝已经成其一项重要的支柱
产业。从行驶的车里远远望去，一排
排使用传统工艺正在晾干的粉丝挂
在户外，如同银色瀑布一般，用当地
人的话说：“这就是我们招远‘一黄
一白’当中的‘银子’”。

进入到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这家龙头粉丝企业后， 他们发
现根本见不到粉丝的身影， 因为在
现代化的粉丝生产中， 全封闭的生
产流程是保证食品安全的先决条
件。 不过，经过更换衣服、多次消毒
程序后， 他们有幸到加工车间一探
粉丝生产的流程。

首先要将绿豆以及豌豆等原料
进行存储，开始淀粉提取，然后需要
经过 3次的漏粉，最终冷冻烘干并包
装检测出厂。 与传统粉丝生产工艺不
同，现代化的机械占据了除包装之外
的粉丝生产的大部分流程。 在看到一
条条纤细如丝的白色粉丝从机器中

出来的一刹那，人们不由得发出赞叹。
据了解， 目前烟台拥有粉丝生

产企业 91家， 从业人员近 9万人，
年产值近 80亿元，远销 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其中，主产区招远有粉丝
生产企业 70家， 年产粉丝 50多万
吨，2012 年实现销售收入 40 多亿
元，出口创汇 2亿多美元。

不可复制的“龙口粉丝”

参观过程中，一个疑问始终萦绕
在他们的心头：其实，无论是国内与国
外，能够生产粉丝的地方与企业并不
在少数，为什么烟台的“龙口粉丝”能
够如此强势，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呢？
“龙口粉丝之所以如此在市场中

受欢迎，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其实都
缘于龙口粉丝不可复制的工艺。”龙
口粉丝手工技艺传承人郭兰堂说出
了其中的奥秘。

他说，早在明末清初，这里的百
姓就开始了粉丝生产。 经过 300多
年的发展， 龙口粉丝加工的基本方
法没有改变， 尤其是从豆类中提取

淀粉的传统工艺，一直沿用至今。虽
然现在企业都能机器生产粉丝，但
是在淀粉提取等环节还得依靠技术
人员经验进行判断操作， 过早或者
过晚产出的粉丝，韧性不好。 这就如
同中医一样，有些地方只能意会，不
可言传，这是无法量化的，也无法依
靠机器设备实现。另外，烟台本地的
气候与水质等独有的因素， 也为生
产龙口粉丝创造了先天条件。

出口欧洲有潜力

2008年初， 龙口粉丝被列为全
国 10 个与欧盟互认的地理标志产
品之一。2010年 10月 30日，龙口粉
丝正式获得欧盟审核， 成为我国第
一批正式与欧盟互认的地理标志产
品，可以在欧盟 25个国家获得法律
保护，龙口粉丝知名度进一步扩大。

据了解， 目前龙口粉丝年出口
量占全国的 85%，占有国内市场 80%
以上的份额，“老外” 吃的粉丝绝大
部分都是龙口粉丝。从企业出口情况
来看，目前主要以日本、韩国等亚洲

国家为主， 欧洲市场出口随着地理
标志产品互认，以后也会不断增加。

从双塔、 六六顺等龙头粉丝企
业了解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 双
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出口的工
作人员介绍， 目前他们企业出口占
到产量的 30%以上， 产品出口到日
本、韩国、美国、菲律宾以及欧盟等
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现在主要的出
口还是集中在日本、 韩国等亚洲地
区， 欧盟地区的出口量这几年也在
不断增长，增幅在 15%-20%。

发展契机

2013 年，国家提出了“一带一
路”的发展战略，建立与欧洲相通的
陆地与海洋之路。 去年 8月份，山东
省商务厅联合中国驻东盟使团、烟
台市政府， 在烟台市举办了山东省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合作说
明会， 这给烟台企业提供了良好的
发展契机。 当然，这对于已经获得与
欧盟互认的地理标志产品的龙口粉
丝也更具意义。

目前， 龙口粉丝出口欧盟的主
要运输方式仍然为海运， 通过龙口
港出港，绕马六甲海峡，最终进入到
欧盟市场。 海运的最大优势就是运
费便宜， 但是其速度相对来说要慢
得多。 未来， 一旦“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立，直通欧洲的货运快车将畅
通无阻， 不仅能够节省大量时间成
本， 对沿线中亚国家的出口也能够
实现市场覆盖。

（莫言 宋吉利 邹云宏）

龙口粉丝热望直通欧洲货运快车

地理标志产品搭车“一带一路”
Zhiijianixingidong

质监行动

武城
严禁无证生产

导报讯 为加强强制性认证产
品监管，确保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财
产安全，近日，武城县质监局组织执
法人员对全县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
目录的产品进行了专项执法检查。

重点检查企业产品是否取得强
制性认证产品证书、是否冒用他人认
证证书、是否超出认证范围生产以及
企业能否按照认证要求进行日常的
生产经营活动。 截至目前，该局共出
动执法人员 30余人次， 检查生产企
业 12家，没有发现违法行为。

（王书强 姚燕）

烟台计量
水表检定站完成升级改造

导报讯 近日，烟台市计量所水
表检定站完成设备升级改造。

对标准量器进行了扩容； 新增
12立方米的稳流罐； 新增 2台变频
电机，降低能耗；采用循环水，新建
100立方米的地下循环水池；增加串
联装置，提高工作效率。 改造后的检
定装置技术性能有了大幅度提高。

（刘云利）

平原
限期整改不合格工地

导报讯 为杜绝劣质建筑材料
流向建筑工地，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近日，平原县质监局组织人员对
全县建筑工地开展了建材专项检查
行动。

此次检查主要以全县大型建设
施工工地为重点，对在建工程项目中
使用的水泥、钢筋、建筑塑钢窗、外防
水材料、墙保温板、细木工板、电线电
缆、烧结普通砖、路面砖等建筑材料
的强制性认证、生产许可证、检验合
格证明、 产品质量等进行了监督检
查，并对相关产品进行了抽检。 共出
动执法人员 22人次， 检查建筑工地
10个，抽取钢筋 13个批次、烧结普
通砖 8个批次、路面砖 5个批次。

检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建筑工地
对建筑材料严格把关， 但仍有少数工
地存在无生产许可证加工安装铝合金
窗等问题，已要求限期整改。 （史蕊）

费县
联合检查煤炭经营

导报讯 为规范用煤行为，提高
煤炭质量意识， 近日， 费县质监、经
信、环保、商务、工商等部门联合开展
了煤炭经营专项检查，共检查了县城
驻地 17家煤炭经营场所。

此次联合检查主要检查了煤炭
来源、含硫量、灰分、环保防护情况。
联合检查组要求企业签订了煤炭经
营承诺书，督促企业切实落实质量主
体责任，针对检查出的隐患，检查组
及时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

（刘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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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记者 王旭光 通讯员 刘塑）近日，国
网烟台市牟平区供电公司开展了安全工器具自查
工作。通过自查，对该公司原有的安全工器具进行
了账物核对， 并对工器具的外观和使用性能进行
了检查。 同时，将新配备的安全工器具进行了登记
入库， 严格遵守关于安全工器具使用和管理的相
关规定进行使用、保管，由安全员和安全工器具保
管人员对安全工器具定期进行检查，确保安全工器
具的可靠有效。

导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雒天宁）近日，国
网济南市长清区供电公司对 2015年第一批待报废
物资开展集中处置与价值评估工作。

在废旧物资集中收集过程中， 该公司认真查看
待报废物资审批手续，详细核对了物料名称、规格型
号以及数量等物料台账， 仔细查看设备状况并拍照
留档。同时，及时处置项目管理单位入库的待报废物
资，缓解仓库库存压力，为提高废旧物资处置率指标
奠定良好基础。

国网烟台市牟平区供电公司：

自查安全工器具
国网济南市长清区供电公司：

集中处置废旧物资
导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杨艳伟 雷婷）国网山

东电科院智能公司积极打造人才成长“流水线”，发布
《专业人才内部轮岗培养实施办法》。

多个部门联合组织了轮岗选拔活动，截至目前，全
公司共有 11人已经走上轮换岗位进行学习培训。 轮
岗期间， 部门将为员工制定完善的培训培养计划，并
有专门导师进行督导。内部轮岗将成为该公司人才培
养不可或缺的形式，在培养全面型专业人才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国网山东电科院：

智能公司打造
人才培养新机制

“想到质监服务窗口工作提速了，但没
想到提得这么快。 我要为质监代码窗口点
赞。”3月 30日，来高青政务服务大厅质监代
码窗口办理代码证书的祥泰农业开发公司的
薛洋满心欢喜， 去年他办理同样一桩业务花
了 5个工作日，现在用了不到俩小时。

流程再精简，服务再提速。为提高办事效
率，高青县质监局重点梳理事项流程，加快代
码资料录入、上传速度，全力以赴做好“四证
一章”启动工作，限时办结本窗口审批手续
并完成材料流转工作。

为方便群众办事， 工作人员在填表区为
申请人提供申请表示范文本，配有老花镜、签
字笔； 推行网上办公， 免费下载申请表格文
书。为让企业及时拿到代码证书，代码窗口从
企业咨询到代码管理的迁移， 进行全程跟踪
服务，力促“特快”服务，使企业在最短的时
间内拿到证书，切实做到办事面对面、服务心
贴心。 （刘元阁 李锋）

又到一年春耕播种时节， 为规
范农资市场生产经营行为， 确保农
资产品质量安全，今年 3月份以来，
蓬莱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开展农资
打假保春耕专项行动。

开展农资市场生产经营摸底排
查。 以化肥生产企业、 农资批发市
场、集散地、连锁店、农村经营网点
等为重点， 对全市农资生产及经营
业户进行逐一排查， 重点检查企业
产品质量是否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是否严把原材料进货关， 肥料有效
含量是否不足， 定量包装是否缺斤
少两，以及是否存在掺杂掺假、以次
充好、以假充真、以不合格品冒充合

格品等违法行为。
对经营业户查看证照是否齐

全、合法、有效，有无超范围经营、增
设分支机构、 变更登记事项等违法
行为。 严厉打击从事高毒剧毒等危
害人体健康、 危害农业生产安全的
无照经营农资行为。截至目前，共排
查化肥生产企业 6家、 农资经营主
体 210户， 督促引导 6户农资经营
业户办理了营业执照。

开展流通领域农资产品质量抽
检。 以消费者投诉举报、新闻媒体曝
光和列入“重点监管名单”的不合格
农资及其经营者为重点，实行“靶向
式”抽查检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抽

检结果。切实落实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的有关要求，积极探索农资市场经营
者失信惩戒的措施办法及信用约束
的实施途径，促进农资市场“一处违
法、处处受限”的加快实现。 截至目
前，共抽检农资产品 56个批次，查处
4起经营不合格化肥案件。

开展虚假农资广告专项整治行
动。 突出农资市场、网络广告、户外
横幅、路牌广告等区域，重点检查农
资广告的宣传内容是否涉及虚假、
宣传用语是否存在绝对化等不规范
现象， 检查销售的农资产品包装是
否存在广告禁止性用语或夸大宣传
说明。 同时，将农资广告发布媒介作

为重点监测对象， 督促其在规范自
身广告发布的同时， 充分发挥宣传
和监督作用， 力争将虚假违法广告
扼杀在萌芽状态。

开展“农资消费维权宣传月”
活动。广泛宣传《种子法》、《产品质
量法》等法律法规，着力提高经营者
自律和消费者自防意识。 发挥
12315、12365、12311 投诉举报平台
和消费者协会的作用，及时受理、处
结消费者投诉，发布消费警示，倡导
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自觉抵制违法
生产、无照经营、制假售假等违法行
为。截至目前，共受理了 3件农资产
品消费投诉。 （韩玉斌）

蓬莱市场监管局开展专项活动

农资打假保春耕

高青质监服务窗口

办事面对面
服务心贴心

3 月 24 日，“2015 中国支付金融高
峰论坛”在上海举行。汇付天下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汇付数据总裁穆海洁女士在
参与圆桌论坛时表示，汇付正在从支付走
向“支付 +”，已经开始向综合金融方向
发展。

谈到如何从支付成功转型为“支付
+”，穆海洁认为一是要有规模效应，基础
一定要夯实；二是要有创新和效率，有了

效率才能够在规模扩大后降低运营成本，
而从创新层面上来说，则需要向包括融资
服务、财富管理等在内的金融方向转型。
“在未来监管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

监管不要采取一刀切的模式，可能分类监
管会更好，譬如从支付公司发展情况进行
评分，设置一些参数，在不同的阶段达到
监管的要求，才能开放某些业务。 ”穆海
洁说。 （记者 石宪亮）

汇付天下加速转型“支付 +”

莱芜上下协同抓“标准”

标准引领
提质增效新常态
“以开展‘寻标、对标、提标、达标’活动

为载体，扎实深化‘标准引领竞赛’，引导各
行业、各企业瞄准国内外先进标准，认真对照
标准，严格执行标准，参与制定标准，争创一
流标准，提高市场竞争力。 ”在近期召开的莱
芜市 2015年总结表彰动员大会上，莱芜市委
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良向全市发出了
向标准引领进军的号召。

2013 年以来， 莱芜市委市政府审时度
势，在全市实施“标准经济引领提升”工程、
深入开展“标准引领竞赛”活动，依托发展
标准经济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提质
增效。

莱芜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实施“标准经
济引领提升”工程的意见》等文件，成立了全
市标准引领工作领导小组， 组织召开了全市
标准经济引领提升工作推进会等 5次会议，
推广了市执法局、 万兴食品等 5家单位的典
型做法； 先后 4次对各区的标准竞赛活动进
行打分评比；邀请国家、省、市专家开展全市
标准化教育培训， 受训人员达到 4000多人
次，初步建立了组织领导、政策扶持、督导考
核、 宣传教育、 交流合作等五项机制， 各区
（园区）乡镇分别建立相应机制。

坚持以点带面、 整体推进的原则， 在钢
铁、能源、纺织、建材等 10个重点行业开展标
准化推进试点并取得重大进展，1家企业参
与制定 1 项国际标准；5 家企业参与制定 7
项国家标准；4家企业参与制定 11项行业标
准；3家企业为主制定 3项省地方标准；3家
企业参与制定 6项省地方标准； 发布农业技
术规范（无公害草莓等）3个。 泰达车库、泰
钢、 汇金等一批企业通过标准引领加快产品
升级改造和市场拓展， 标准引领成为莱芜经
济发展提质增效的新常态。

2015年，大力发展标准经济被纳入全市
重点工作。 莱芜市市长王磊强调，大力发展
标准经济，广泛开展行业对标达标、质量认
证、品牌创建等活动，抓好莱钢循环经济标
准化试点等 50个项目。

莱芜市质监局局长李兴实表示，要深化
“标准引领竞赛”，引导各行业、各企业参与
制定标准，争创一流标准，确保主持或参与
制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16个
以上，地方标准、联盟标准 11 个以上；创建
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 10个以上； 采用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10个以上；以生姜、黑
猪、花椒、干烘茶、香肠等重点产业为依托新
建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基地）10个，制修订
各类农业标准 20项以上，不断强化市场“话
语权”。 （张爱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