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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就该追究刑责
烟台苹果“躺枪”，省人大代表王安建议加强食品安全立法

从毒牛奶、地沟油到塑化剂和速成鸡，近几年食品安全事件
频出，影响到中国食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没了声誉自然没了
价格，省人大代表、山东安德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王安
说，价格上不去，受伤的最后还是国内企业和农户。

“提案达人”五件提案问民生
省政协委员宋向阳提五件提案，包括食品安全、社会救助、学生校餐等

在本届省政协会议上，青年联合会界别的很多委员都对民生
保障给予了关注。省政协委员、牟平区政协副主席、烟台新潮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向阳的五件提案，从加强完善社会救助体
系到建立“中央厨房”解决中小学生校餐等，均关乎民生，因其提
案之多，范围之广，被界别成员称为“提案达人”。

和员工闲聊

写出学生午餐提案

“作为一名企业家，平时就
比较关注民生问题，因为只有解
决好了民生问题，社会中的每个
人都会成为受益者。”29日上午，
宋向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宋向阳很爱思考，也很爱动
笔。作为一名上市企业的董事
长，他经常深入基层职工之间，
解决他们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
问题，对临时难以解决的就记录
下来、做调研，寻求解决之道。

这次参加省两会，宋向阳带
来的《关于成立中央厨房解决中
小学生校餐的建议》的提案，就是
与基层员工闲聊时发现的问题。

宋向阳说，在与基层员工交
流时发现，很多年轻员工中午都
要接孩子回公司或回家吃饭，这
样不仅把休息时间浪费在了路
上，也增加了不安全因素。

了解后，他才知道因为几个
工厂分布在城郊，但职工上中小

学的孩子都在离市中心较近的
地方，加上部分学校没有配备午
餐或者质量太差，职工们才不得
不接送孩子吃午饭。

此后，半个多月的时间内，
他深入调研并结合其他地市的
经验提出了上述议案。

“正好借着这次会议，把平
时调研的一些问题及解决办法
提上去。”宋向阳说。

社会救助

终应“授之以渔”

“从此前调研的情况看，社
会救助政策与困难群众需求存
在差距。”宋向阳说，虽然社会救
助的范围和标准在逐年提高，困
难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得到了
基本保障，但与困难群众需求仍
存在差距。

宋向阳认为目前社会救助
水平仍然偏低，目前的城乡低保
补助，五保供养经费只能维持最
基本的生活，还不能解决根本问
题。另外还存在专项救助能力有

限、救助覆盖有盲点、社会救助
形式单一、救助面偏窄等问题。

“例如家庭成员中一旦有患
慢性病、大病人员，即使有救助，
但也只是杯水车薪。”宋向阳说，
困难群众不仅面临生活难、而且
存在医疗难、子女上学难、住房
难、就业难、诉讼难等情况。在社
会救助实施过程中，往往是单项
救助多，综合救助少。

“社会救助的最终目的不是
为了维持或‘制造’一个最低收入
阶层，而是要使受助者借助外力
摆脱贫困。”宋向阳说，因此，要转
变传统的救助理念，变单纯现金
救助为综合性救助，不断增强救
助对象自我摆脱贫困的能力。

“不仅授人以鱼，更要授人
以渔。”宋向阳说，以最低生活保
障政策为例，对有劳动能力的低
保家庭，可考虑提供资金及政策
支持，推动其就业自力。

企业家都应有

社会责任感

说起自己写的那些提案，宋
向阳侃侃而谈。“这次的提案，除
了关注中小学生午餐问题，还包
括过期食品如何处理、建议修改
企业职工‘独生子女父母退休补
贴’的规定和加强完善社会救助
制度体系等。”

从政府政策到个别群体，
从食品安全到社会救助，宋向
阳的关注面很广，切入点却很
细微。宋向阳说：“作为一名
企业家，就要担起属于自己的
社会责任。”当一名企业家发
展到一定程度后，面临的已不
是生存问题，而是社会责任问
题。

为此，他举了一个例子，
在企业改革转制发展过程中，
面对跟随企业打拼了数十年
的老员工，不能一刀切地推向
社会，“要逐步为他们找到新
的路子，不能一次性地给社会
增加负担。”

“社会责任感，没有局限，它
是一名企业家必须具备的素
质。”宋向阳说。

省人大代表王德涛

要治交通“三乱”

罚款别给地方

隔记者 柳斌 王晏坤 报道

本报济南1月29日讯 交通三
乱“乱设卡、乱罚款、乱收费”治理已
经多年，然而不少司机、市民还有不
少意见。省人大代表、山东蔚阳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德涛提
出建议，交警部门别再搞罚款分成，
对运输车辆“放宽标准，超标严查”。

王德涛说，不少司机、市民包
括执法人员对交通三乱治理存在
意见，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制度设计
出了问题。

王德涛建议，根据我国国情，
参照发达国家的汽车载重量，科学
评价我国载重汽车不同车型的长、
宽、高规格及最大载重标准，广泛
征求各方意见制定公用标准。同
时，综合各方意见，甚至立法，对超
限车辆严厉处理，“放宽标准，超标
严查”，对检查出危害公共安全的
轮胎、刹车、方向及严重危害安全
的带病车上路的司机和车主加重
罚款和入刑，把单纯的交通管理部
门的责任变成司机和车主的自律。

另外，减少执法上路和设卡，
不搞罚款分成，阳光执法，专用票
据，全额上交国家财政，不入地方
收入。国家财政可转移支付，但不
准与罚款多少挂钩，可以用交通安
全状况来评定转移支付标准。

王德涛希望政府部门引起重
视，形成一个全社会共同维护交通
安全的共识。

销毁过期食品

怎能无人监管

提到食品安全问题，很多人就
会想到过期食品的处理问题，对此
问题，宋向阳认为应该加强监管，
妥善处理。

“过期食品对人身体健康的
影响不言而喻，所以我们很多政
协委员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
宋向阳说。

据宋向阳介绍，有的企业会
将过期食品当做“福利”发给员
工，还有的企业为最大程度减少
损失，将过期食品卖给市面上专
门收购过期食品的人，比如超市
的熟食或者蔬菜等，最终都会流
向市民的餐桌。

“建议尽快加强食品回收销
毁的立法，来监督和管理过期食
品的回收销毁。”宋向阳说，立法
的欠缺致使监管缺位，过期食品
的回收销毁成了无人监管的问
题。

同时，宋向阳认为，食品包
装上应清晰标示产品的日期，日
期标示不得另外以加贴、补印等
形式标注。另外，建议食品包装
上的日期全部采用压印、激光喷
码或者其他更为科学的标注方
式，确保字迹牢固，不宜更改。

对于过期食品的治理不能一
蹴而就，不能将责任简单地推给超
市或者是厂家，对这一问题的处
理，需要政府、企业、超市以及普通
消费者的共同努力。

在现有的监管条件下，由监
管部门统一指定专业公司专门
处理过期及变质食品，形成市场
化的处理机制，既可以解决政府
监管资源不足，又不会增加企业
处理过期食品的负担，同时还能
废物利用，提高过期食品的利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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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食品

在国际上丢了信誉

“国内生产的很多食品质量
并不比欧美国家差，但是价格却
比别人差一截。”王安每当想起
这么不公平的事，总感觉有些气
愤。

王安说，他们公司生产的果
汁也遭遇了这一不公平的待遇。
以苹果汁为例，他们生产的苹果
汁无论是质量还是安全都超出
国外很多，但是价格要比国外每
吨少200美元。

“国外就是觉得咱们国家的
食品不够安全，并借此打压价
格。”王安说，中国的食品安全危
机频出，在国际上已经失去声
誉，丢了声誉自然没了价格，尤
其是以出口为主的国内企业。

据了解，山东安德利集团公
司是一家以加工果汁、果胶等为
主的产品加工企业，产品以出口
国外为主。王安介绍说，由于果
汁价格受到打压，果汁加工生产
基本是不挣钱的，包括国内几家

以果汁出口为主的公司，都面临
亏损状态。

因此，安德利集团公司将产
业从果汁延伸到了果胶、胶原、
果糖香精等，通过转方式、调结
构、科技创新促进公司长远发
展。

“食品安全危机”

影响了苹果价格

国内食品安全在国际上丢
了信誉，受伤的不仅是食品加工
企业，还有农户。

烟台是全国久负盛名的苹
果生产基地，很多农民靠苹果发
家致富，烟台苹果品牌享誉海内
外。记者了解到，果农种的苹果
中约有20%的加工果，这些加工
果绝大部分都被安德利集团公
司收购，然后加工成了果汁、果
胶等。

企业加工的产品上不去价
格，农户卖出的苹果价格自然高
不了。据了解，2011年加工果的
收购价格为1600元每吨，受国际
市场影响，去年的收购价格低至

1300元每吨。
王安介绍说，他们公司每年

加工苹果150万吨，相当于全国
苹果总产量的5%，目前加工厂
已经扩展到滨州、龙口、莱西、牟
平等地，原料果收购范围遍及山
东、河南、陕西等六个省。

“我们就是和千家万户的
农民打交道，和他们建立长期
合作关系，一年要成交10多亿
元。”王安说，他也希望果汁、
果胶价格能高上去，这对企业
对果农都是有利的，他也不希
望再看到因果贱农户砍果树
的现象。

王安说，烟台好山好水好地
方，相对于陕西等地方的苹果来
说，烟台苹果质量最好，但是品
牌叫得还不够响，栖霞苹果、牟
平苹果都属于烟台苹果，应该抱
团发展，把“烟台苹果，果真出
色”的口号真正叫响。

建议加强

食品安全立法

每当国内出现食品安全事

件，王安都觉得很气愤，“我不相
信，食品安全问题，企业的高层
领导会不知道。”王安说。

作为企业的高层领导，明知
道产品存在问题还要加工销售,

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企业的
诚信缺失问题，这也是食品安全
问题的根源之一。

王安建议相关部门加强食
品安全立法，对于涉及食品安全
的企业人员，严格追究其刑事责
任，让食品企业人员不再明知违
法而为之。

同时，他建议尽快完善食品
安全标准，加快制度建设，为监
管提供依据。尽快整合各类食品
安全标准，建立和完善统一有序
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提高食品
安全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规
范食品的生产和经营。

据了解，目前，我国食品安
全标准体系由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等组成，
各类食品安全标准分散在农业、
质监、卫生等多个部门，不尽统
一，而且还给食品安全监管增加
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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