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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行动
■调查

三县交界，外地商品多
夏庄镇位于莒县最南端，地处临沂市

莒南县、沂南县和日照市莒县三县交界处，
并且 206 国道和日东高速公路在该镇交
汇。因为交通较为便利，加上为三县交界
处，该镇的外地商品比较多。

9 日上午 10 点，记者来到莒县夏庄镇，
这天天气阴冷，刮着寒风，路上的行人并不
多。记者首先来到该镇一所中学门口，发现
这时并没有前来叫卖小商品的小贩。

随后记者来到中学对面的小商店，在
店内南侧的柜面上，放着学生们喜欢吃的
火腿肠等包装食品，记者拿起几包不同的
食品观察发现，这些火腿肠、山楂片等食
品，也都有 QS 生产许可标志、生产厂址、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记者接着沿该镇南北中心街道往南
走，又分别走访了两家商店，也没有发现一
些媒体报道过的“山寨”矿泉水等情况。

■商店

商家来送货得亮证明
据夏庄镇工商所所长任恒刚介绍，夏

庄镇的商店之所以难以出现假冒伪劣产
品，主要还是在制度上严格把关进货渠道。

据了解 2007 年山东省开始实行的工
商系统食品市场监管一户多档制、实名登
记制、证明登记制、标牌公示制。

9 日下午，记者走进陈国进的店里，商

店被店主收拾的很干净，货物整齐地摆放
在货架上。

在该店的南墙壁上，贴着“食品安全监
管公示牌”，上面写有“工商网格监管责任
人”和“食品经营责任人”的姓名和电话号
码。

在收银台后面，记者看到一个档案盒
里有个写着“流通环节食品经营一票通”的
小本。这些小本和档案盒是供货商提供的
各种证件的复印件。

“供货商来送货的时候，我们会要求他
们出示相关的证明。”陈国进说。

■回访

售卖假青啤，店主挺内疚
据任所长介绍，去年中秋节的时候，在

例行检查中，根据台帐对比商店的商品，以
及供货商的证件，排查出该店售卖外包装
为青岛啤酒，里面实际为名叫“冰爽啤酒”
的罐装啤酒，货品价值共400余元。“我们检
查的时候，这家商店一箱也没卖出去。”任
所长说。

9 日，记者又来到去年因售卖假冒青岛
啤酒而被没收的李富翠的商店，说起啤酒
的事儿，李富翠愧疚地笑着说：“在去年中
秋节的时候，一个过路车到我的店里推销
啤酒，说青岛啤酒卖得好，我就要了几箱。”
在过路车走后，不识字的她才发现忘记问
人家要相关的证明。

“后来工商所的人来查着了，告诉我这
件事后，我也觉得不对，以后不能再干这种
傻事了。”她说。

送货的同时还被要求送来“出生证”

三县交界处吃得挺放心
本报记者 化玉军 通讯员 卢少梅

9 日，记者来到日照市最西边的乡镇——— 莒县夏庄

镇，采访调查该镇农村食品安全，在商店这一流通环节中

的问题以及当地工商部门采取的措施。

本报 3 月 13 日讯 (记者 化
玉军) 9 日，记者来到了莒县夏庄
镇工商所，据所长任恒刚介绍，夏
庄镇的商店之所以难以出现假冒
伪劣产品，主要还是在制度上严格
把关进货渠道。

任所长所提到的制度，就是在
2007 年山东省开始实行的工商系
统食品市场监管“四制”，这四项制
度包括一户多档制、实名登记制、
证明登记制、标牌公示制。

据任所长介绍，一户多档制
度，就是工商部门指导食品经营
户，对不同的食品供应商分别建
立档案。“供货商到商店送货的
时候，需要拿出营业执照、食品
卫生证等资格证明的复印件，商
店才能进他的货，否则不能进
货。”他说，还有店主要按时间段
留存每次供货的合法有效证明，
主要指进货正式发票或其他有
效的进货单据，并且以每个供货
商为建档单位。

“我们会免费提供给商店登记
本和档案盒，让他们来登记和存
档。”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对商
店进行检查的时候，可以直接拿着
供货商在商店留下的各种证明复
印件，和他们在登记的台帐，一对
一地进行检查。”任所长说，这样的
话，即使假冒伪劣产品，也很容易
被揪出来。

供货商实名登记
有资格证才进货

格相关链接

地点：莒县夏庄镇

位于日照最西端

时间：2012 年 3 月 9 日

莒县夏庄镇一家商店内贴着食品安全监管的
公示牌，上面填写着工商网格监管责任人和食品
经营责任人的名称和号码。 记者 化玉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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