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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屋子、几名工人、
就办起“餐具消毒厂”
别小看他们实力，很多正规企业都被他们挤垮了
本报记者 焦守广 常学艺 赵伟 孟敏

一部封装机
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说，现在餐具消毒小作坊
主要集中在偏僻的城乡接
合部，一般晚上才开门，经
常变换地址，监管起来存
在难度。

据了解，工商部门核
发营业执照，将已掌握的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的
登记情况，定期通报同级
卫生行政部门。卫生行政
部门则负责日常监督管
理，重点监督消毒单位的
选址、布局、消毒工艺流
程、使用的消毒产品等，以
及消毒餐(饮)具的产品包
装和标签内容，并进行监
督抽检。在监督检查发现
不符合《消毒服务机构卫
生规范》等卫生要求，或检
测不合格的，应对消毒单
位依法查处，并将监督检
查结果通报当地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

“我们在企业取得营
业执照后，再去检查，因为
卫生许可证现在不能审
批，部门就根据实际情况
来加强事前指导，防止出
现不上设备，上了设备‘摆
样’的情况。”一位卫生部门
的相关工作人员说，等企业
上马开工了，监管人员去检
查时，再下达整改通知，告
诉企业选址不合适，工艺流
程不对，让企业重新整改，
会增加企业负担。

一位济南市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说，
他们负责监督餐饮服务单
位，对购入使用的消毒餐

(饮)具建立索证制度，索取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的
营业执照和消毒合格证
明，依法查处使用不符合
标准餐 ( 饮 ) 具的违法行
为。对具有工商营业执照
的集中消毒单位经营不
合格的，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要及时通报同级卫生行
政部门。

“对餐具消毒行业的
卫生许可审批被取消后，
不少餐具消毒企业更倾向
于‘隐形’经营，不到工商
部门办理营业执照，以摆
脱卫生部门的监管束缚，
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
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说，
这反而使得正规企业受到
影响。

据工商部门的一位
工作人员说，“遇到无照
经营的黑作坊，需要工商
和卫生部门联合查处；遇
到有照经营的餐饮消毒
企业，不符合卫生部门规
定的，工商和卫生部门都
没有取缔权限，只能下达
整改通知。”

不少市民表示，保证
餐具消毒企业的卫生达
标，需要加强企业自律，建
议成立消毒行业协会，引
入餐具消毒企业信息公示
制度，建立合格企业名录，
维护合理竞争次序。餐具
消毒关乎民生，如果您发
现餐具消毒企业的违规行
为，如果您有独到的意见
和建议，欢迎通过本报热
线96706与我们联系。

餐具作坊偷着干
有关部门难监管
本报记者 孟敏 赵伟

三家消毒作坊扎堆生产

7日上午，根据市民反映的线
索，记者来到位于小清河北路西
段的王炉庄，“好像不止一家，听
说好几家都在这儿。”附近一居民
说。

记者转了一圈，发现一共有三
处民房里面有清洗餐具的响声。在
一处民房门口，一名男子正往面包
车上搬成箱的消毒餐具，看到记者
走进，警惕地关上了院门。

一处民房院门敞开着，向里望
去，不到十平米的院子，摆着十几
个盛餐具的箱子。记者进入到房
内，屋内灯光昏暗，没有看到清洗
和消毒机器，地上摆满了成箱的餐
具，包括已经清洗完毕和没有清洗
的，筷子被随意地堆在凳子或水泥
地面上。

西边还有一间里屋，一名30多
岁的女子正坐在马扎上，一手拿
碗，一手提塑胶水管往上喷水，身
旁一些待洗的餐具堆在地上。听到
有人进门，女子迅速站了起来，“你
是干什么的？咋找到这儿的？”当记
者说是“附近开餐馆的”，女子仍怀
疑地上下打量记者，并尽量用身体
挡住里屋。送出记者后，女子迅速
关上了院门。

正规公司难敌小作坊

餐具清洗小作坊的发展，使得
一些正规的餐具消毒公司难以抵
挡，有一些已经倒闭，而没有倒闭
的业务量也很小。

近日，记者在洁雅达餐具消毒
公司内看到，工人们穿着整齐的工
装在机器前忙碌着。“现在像我们
这样大规模的餐具消毒企业已经
很少了。”该公司总经理穆家军介
绍，公司成立最初几年每天的餐具
清理量平均能够达到3万多套，而
现在只剩了6000套。

据了解，餐具消毒行业从2007
年开始在济南兴起，当年就成立了
近30家企业。由于在成本上难敌小
作坊，不少购买设备、投资额巨大
的公司都倒闭了。

餐馆“谁便宜就用谁的”

一些正规消毒公司允许任何客
户参观，整个加工程序也很透明，消
毒流程也十分专业，还有专门的配送
车辆，但为啥难敌那些小作坊？

“主要还是那些小作坊的成本
太低。”洁雅达餐具消毒公司总经
理穆家军介绍，一般小作坊省略了
很多消毒环节，也没有建无菌车

间，生产的餐具推销价格一套是
0 . 5元到0 . 55元。而正规公司按照
工序洗一套餐具，再加上运费，成
本最少在0 . 7-0 . 75元，而且这个价
格受水电费、人工成本等因素影
响，只会升不会降，这就很难与小
作坊竞争。

一些餐馆经营者图省钱也使
得一些不合格的消毒餐具到了饭
桌上。2日，记者走访了山师东路、
解放东路、和平路等一些中小型餐
馆，大多使用一次性消毒餐具，不
少餐具的塑料膜包装也不正规，有
的只有厂家名称，而厂家地址和联
系电话等却没有。

接连询问了几家餐馆，只有一
家到消毒餐具企业踩过点。其它几
家餐馆的负责人看到来货价格低，
利润大就下了单。解放东路一家饭
店的老板就说，一套餐具价格5毛
钱，有专门的人上门接送货，“反正
谁便宜就用谁的。”

“以前的时候都是用自己家的
餐具，雇人刷碗，需要一部分的支
出，现在客人每用一套餐具还可赚
上四毛五分钱。”一餐馆老板说。

消毒餐具共11个流程

一套正规消毒餐具该如何“出
炉”？据介绍，一套正规的消毒餐具

必须经过回收—除渣—初洗—浸
泡—高压喷淋—精洗—烘干(红外
线高温消毒)—质检—无菌包装—
存储(紫外线消毒)—送货等11个
流程才能到餐厅。

“不少消毒餐具的加工小作
坊，就是几个人找一间屋子开起来
的，没有专门的消毒机器，一部封
装机器，再配上几个风扇把餐具吹
干。”穆家军说，这个行业的门槛太
低，消毒可以说是“无形”的附加
值，消费者无法鉴别，饭店有利可
图更不深究。

该负责人说，餐具消毒行业一
般都是送货上门，也给了“黑作坊”
一些可钻的漏洞，不需要顾及厂房
的生产条件。

“我每次在饭店使用消毒餐具
时，都会用热水烫一下然后再用，
要不真的很不放心。”居民孙先生
说，还不如以前饭店自备的餐具，
虽然有安全隐患，最起码还是免费
的。

在历山路另一家饭店的消毒
餐具上，记者透过包装膜明显可
看到发黄的污渍，甚至有的包装
膜都是坏掉的，记者通过上面提
供的电话联系到了厂家，厂家告
诉记者，他们已经被取缔，至于为
什么餐馆里还有餐具，“我们就不
知道啦”。

7日，本报以《被取缔餐具消毒作

坊有的还在偷偷干》为题，对一些被

取缔餐具消毒作坊仍偷偷开工的情

况进行报道，引起了广大市民关注。

不少市民纷纷通过热线举报身边的

一些餐具消毒小作坊。记者暗访发

现，一间屋子、几名工人、一部封装机

就“组成”餐具消毒厂，而且餐具洗刷

好后竟是风扇吹干的。但是别小看他

们的实力，很多正规的企业都被他们

挤垮了。

在洁雅达餐具消毒公司内，穿着整齐的工作人员正
忙着对餐具消毒。 本报记者 赵伟 摄

王炉庄一家餐具消毒作坊内摆着十几
个盛放餐具的箱子。本报记者 焦守广 摄

▲记者发现一餐具包装塑料膜内还有黄色污
渍。 本报记者 常学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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