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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地沟油成热点，委员纷纷支招，政协委员李明喜：

打击地沟油关键是要罚
本报记者 杨万卿

地沟油问题
一直是老百姓关
心的热点话题，两
会上，有不少委员
纷纷支招，希望能
为解决地沟油问
题献言建策。其

中，民建潍坊市委会就提交了一份
关于《加强餐厨垃圾管理切断“地沟
油”源头》的提案。9日，记者采访了民
建副主委李明喜，李明喜就打击地
沟油、促成餐厨垃圾集中处理的制
度化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打击地沟油，光靠良心不行
李明喜针对目前潍坊餐饮业现状

指出，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他告诉
记者，自己吃东西比较杂，不会特别讲
究。但自从出了地沟油事件后，吃东西

时不免担心饭菜的卫生状况。
而对于如何打击地沟油，李明喜

坦言，“光靠舆论，对餐饮业起不到实
质影响，关键是要罚。”李明喜解释

称，打击地沟油，必须从源头找原因，
只有餐厨垃圾集中处理走向制度化，
才能解决问题，而这比斩断多少条地
沟油生产链条都管用。“打击地沟油
生产作坊治标不治本，没有制度光凭
良心就能解决问题的话，根本不会存
在地沟油这种东西。”

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
在民建潍坊市委会提交的提案

中指出，地沟油在回收、处理及监
管方面没有专门的法规可循，也没
有形成全面、及时的餐厨垃圾回收
体系，不少餐馆谋图私利，将餐厨

垃圾贩卖给不法分子，造成了地沟
油泛滥。而地沟油的生产加工、销
售流通属于不同部门监管，各环节
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交叉，给监管带
来很大难度。

李明喜称，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
办法就是根据餐厨垃圾产生、加工、
销售等整体系列的各个环节，进一步
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合理划分管理
权限，进行高效管理。对餐厨垃圾产
生、收运、处置的信息向社会公开，
使餐厨垃圾的治理工作在社会的监督
下进行。

合理利用餐厨垃圾
餐厨垃圾其实是一种可再利用

资源，有很多用途，可做肥皂、油漆
等，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目前，餐厨
垃圾大部分被私自运往城郊农村直
接用来饲喂畜禽，一部分被混入其他

生活垃圾或排入下水道，还有一部分
被用来提炼成了地沟油。

李明喜告诉记者，其实杜绝地
沟油，除了应尽快制定餐厨垃圾管
理和处理的相关法规，并进一步加

大餐厨垃圾管理执法力度。加快餐

厨垃圾处理体系建设。加强管理，

促进餐厨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外，

还应该从细节抓起，比如说，使用

安全卫生的一次性包装桶，确保食

用植物油的分装质量安全，阻止地

沟油流向市场等。

政协委员王洪泉：

建立健全供热问责机制
本报记者 张浩

冬季供热事关居民切
身利益和社会稳定，是当
地政府应该重点关心和解
决的民生问题。9日，政协
委员、山东广潍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洪泉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要解
决供暖问题，关键是加强
政府的监管力度。

王洪泉告诉记者，他
在之前的调研中发现，虽
然目前的冬季供热管理工
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在2011-2012年供暖
季，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
仅2012年1月，媒体就报道
了市区多起供热纠纷和投
诉。

这些问题的出现，最关
键的还是缺乏相关的问责机
制，因此他建议建立市县乡
三级供热管理联动机制，同
时大力建立健全供热问责机
制。对于百姓向12319、12345提
出的供热投诉问题，第一次
投诉可转交给供热公司自行
解决；若供热公司自行解决
不彻底，百姓二次投诉，则由
社区、乡镇一级基层政府对
供热公司进行督导，并共同
出面协助解决；若两次解决
不成功，出现三次投诉，则需
县、区一级政府对乡镇一级
政府进行问责，并出面解决。
三次投诉无法解决的，由市

政管理局牵头进行问责，并
对问题做最终解决。各层监
督管理机构在处理问题时，
必须进行记录。

在供热季之后，由市
政管理局牵头对问题处理
记录进行汇总、核查，确保
完整性和准确性。对问题
的处理过程和结果进行点
评，对问题企业进行追
查、处罚，令其整改。针
对出现的问题，要找出根
本性的解决办法，杜绝类
似事件发生。对于监管机
构，问题解决力度和结果
将作为行风评议的关键内
容，并成为政府相关部门
是否关注民生的主要考核
依据。

政协委员王洪泉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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