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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众所周知，这些年食品安全事故
频发，消费者抱怨不法食品企业利欲
熏心、道德缺失；怨执法部门监管不
力、执法不严。但很多食品企业很委
屈，毕竟出事的是个别企业，然而一旦
某个行业某类产品被曝光，就会造成
全社会一片恐慌，好企业很冤枉。监管
部门也有苦衷：如果生产经营者不自
律，即使全国执法人员不吃饭不睡觉
也难以管住。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尚存在法

律不健全、责任不明确、体制未理顺等问
题。食品安全不是单方面的问题，需要全
社会齐抓共管，共建一个良好的食品安
全生产、消费大环境。

作为食品安全的重要监督力量，媒
体在食品安全问题报道上做了大量工
作，但如果一味只揭露问题，不推动解决
问题，那这个社会的信任危机将比食品
安全问题本身更可怕。所以，媒体不仅要
勇于揭黑，还要注意扬善，理性地、建设
性地批评，才是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也

是媒体社会责任的体现。
食品质量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

出来的，也不是管出来的。食品安全监
管不是一个部门的事，需要各部门各
环节协力配合。从原料种植养殖到加
工生产、再到运输储存销售，环节多链
条长，牵扯十多个监管部门，如果各部
门没有积极主动的精神、求实负责的
态度，出了问题相互推诿，发现问题退
避应付，即使法律再完善、检测手段再
先进也无法有效解决问题。

本报倡议，全省媒体在食品安全
问题上要更好地担当起社会监督责任
和舆论引导责任。食品企业是保障食
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严重侵害消
费者食品安全权益的行为，我们将坚
决予以揭露和打击；对勇于承诺依法
生产规范经营的优秀食品企业，我们
将义无反顾地予以支持，大力宏扬企
业的优秀品质、品牌和敢于担当的精
神。相信全省媒体同仁也一定有同样
的责任意识和担当！

本报济南6月25日讯（记者
廖雯颖 马绍栋） 25日的

食品质量准入论坛上，省工商局
通报了2011至2012年全省工商
系统在流通环节食品经营场所
的食品抽样检验情况，21910个
样品批次中不合格批次为1490
个，不合格率6 . 8%，其中超标使
用食品添加剂的有462个，占不
合格批次31%。

2011至2012年，全省工商
系统在流通环节食品经营场所
对粮食加工品、食用油、调味品、
肉制品、乳制品、饮料、酒类、蜂
产品等26大类日常消费食品开
展了抽样检验，共计抽样检验食
品21910个样品批次。经检验，合
格率为93 . 2%，总体较高，不合格
的食品共计1490个样品批次。抽
检食品涉及经营场所6274个，包
括大型商场、超市、专卖店和个体
经销户。涉及生产企业10010个，
其中外省企业4399个，本省企业
5611个。不合格食品涉及生产企
业1412个，其中外省企业621个，
本省企业791个。对销售不合格
食品批次立案查处案件1375件，
其中责令限期整改257家，行政
处罚1118家，罚没款入库1104万
元。根据抽样检验结果，建议吊
销行政许可21家。

据省工商局流通监管处介
绍，不合格原因主要涉及违规或
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卫生指标
超标、营养含量不符合标准以及
标识不规范等情况。在1490个
不合格批次中，超标使用食品添
加剂有 462 个，占不合格批次
31%。菌落总数等卫生指标不合
格有633个批次，占不合格批次
的42 . 5%，涉及肉制品、粮食加
工品、冷冻饮品及其他现场制售
食品，原因为食品生产、运输环
境卫生状况较差，以及销售环节
储存、隔离措施落实不到位，造
成食品二次污染。有82个样品
批次营养含量不达标，占不合格
批次5 . 5%，主要涉及蜂产品和
饮料，主要原因是生产企业为降
低成本在加工过程中偷工减料
或掺入其他替代物质。

此外还有335个批次存在
标识不规范问题，生产企业未
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定规范标注
和标明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等信息。统

计 结 果 显 示 ，
我省休闲食品、
现场制售食品
质量问题较多，
农村和城乡结
合部流通食品
合格率偏低，部
分中小规模生
产企业食品质
量极不稳定。

本报济南6月25日讯（记者
廖雯颖 马绍栋） 为护航

“食安山东”，6月25日，本报联合
省工商局会同济南市工商局共
同举办“百家食品供货企业食品
质量准入论坛”，百家企业现场
签署承诺书，向社会承诺严格落
实食品质量准入制度，坚决抵制
无合法来源和无合格证明文件
的食品。

自今年4月，我省工商部门
对全省所有大型商场和超市的
乳制品、调味品、食用油、酒类和
饮料五大类食品试点推行食品
质量准入制度，推行两个月，通
过提高销售商食品准入门槛，淘
汰上游一批不合格的生产企业，
收效明显。25日，省工商局与齐
鲁晚报共同举办食品质量准入
论坛，省食安办、省质监局、省食
药监管局、百余家食品供货企业
和部分驻济商场超市出席论坛，
从各自应承担的主体责任围绕
食品质量准入制度展开交流探
讨。三家供货企业代表和一家销
售企业代表分别阐述了落实食
品质量准入制度的经验与做法。

在晚报与省工商部门联合
倡议下，102家食品供货企业代
表现场共同签署承诺书，向社会
做出承诺：诚实守信，依法经营，
严格落实食品质量准入制度，在
采购食品时认真查验供货者的
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建
立健全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坚决
抵制无合法来源和无合格证明
文件的食品。

据悉，质量准入制度将于年
底前在全省范围所有食品经营
场所全面铺开，构建长效机制，
确保食品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环
节的全程安全。

本报倡议：社会各界共推食品安全

本报与省工商局共同举办食品质量准入论坛

百家企业承诺落实质量准入制
我省2011-2012年流通环节

食品抽检结果公布

三成不合格食品

超标使用添加剂

本报济南6月25日讯（记者
刘红杰 通讯员 张威） 6月
24日，某企业申报进口进料加工
的首票无纸化报关单顺利通过
济南海关审核，标志着该关通关
作业正式开启“无纸化时代”。在
没有报关员到现场业务处办理
手续的情况下，作为海关判定的
低风险货物，该单通过计算机电
子审单由低风险快速放行通道
放行结关，整个过程仅30秒，极
大提高了通关效率。

据了解，通过实施通关作业
无纸化，企业在办理货物进出境
手续时，不必再打印纸质报关单
及随附单证，而是通过网络直接
向海关申报报关单及随附单证
的电子数据，海关通过网络通知
企业办理放行手续。

济南海关通关

开启“无纸化时代”

“以前按照主管部门要求，每
年提供两次质检报告，现在公司已
强化到每批次产品都要有检验报
告。”作为济南本土的调味品生产
企业，德馨斋食品有限公司的产品
基本覆盖了本土绝大多数商超。

公司业务经理李英波说：“以
前每批次产品本身我们就有备
案，但消费者并不知道，4月1日质
量准入制度试行后，一切都透明
可查了，这对降低食品安全问题
发生几率肯定是有效果的。”李英

波说，准入制不但增强了超市把
关意识，而且也倒逼生产企业更
严格地自律。“任何员工每一次进
出厂区都要进行消毒并套上鞋
套，这种严苛的标准是从来没有
过的。”

格企业态度

●德馨斋（调味品生产企业）：

每批次产品都要有检验报告

“自4月1日食品质量准入制度
实施以来，很多供应商开始不重
视、不习惯，门店收货通过率曾降
到41%。”银座超市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张伟举例说，银座的重要合作伙
伴联合利华，初期因对五大类进货
查验制度的理解不到位，导致了一
段时间断货，后来通过多次约谈和
交流，该公司成为带头执行准入制
度的典型供货商。

银座超市在全省有100多家门
店，涉及2000多家食品供应商、5万
多个食品品种。济南门店为严格执
行食品质量准入制度流程，共索取
五大类食品批次合格证明文件6400

余件，平均每天80余件。银座在济南
地区实施准入制度的五大类食品
涉及313家供应商，门店收货通过率
从41%提升至92%。

本报记者 马绍栋 廖雯颖

●银座超市（流通行业代表）：

每天索取食品合格证明80余件

“食品进货时的查验，是食品
从生产环节步入流通环节的关键
结合点，疏忽了对食品质量的查
验，将会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经
济损失和法律责任。”山东康硕食
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树棣介
绍，作为益海嘉里在济南的独家

经销商，山东康硕承担着向济南
地区6000余家商场、超市和食品
经销商供货的重任，仅在济南商
场超市中的占有率就达60%。

于树棣表示，食品经营的进、
销、存、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中，后
三个环节在供货企业管控之下，一

般不会发生质量问题，容易发生质
量问题的环节是“进”，这是风险的
关键点。为此公司要求益海嘉里供
货每批都提供质检报告，确立仓库
管理员为进货查验第一责任人，配
送食品时要求出库的每一件食品
都携带匹配的质检报告。

●山东康硕食品有限公司（粮油类食品供货商）：

进货查验打通环节转换盲点

“2011年台湾爆出塑化剂事
件，对我们造成很大冲击。”济南
谷麦馨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渤
瀚回忆起前年塑化剂事件仍心有
戚戚。公司自2004年成立一直从
事进口食品代理，供应给银座和
大润发等终端客户。

2011年5月，媒体曝光台湾塑
化剂事件，谷麦馨代理的一款统
一芭乐汁饮料名列其中，公司第
一时间把饮料下架封存。仅过一
个月，肉松又遭遇塑化剂安全事
件。徐渤瀚说，事件导致公司陷入
被动局面。如今公司建立了进货

查验制度和逐批次审验制度，要
求上游供货单位必须随货提供出
厂食品海关卫检和资质证明，手
续完备才允许进货。对业内诚信
度低、操作不规范的企业，列入黑
名单，坚决屏蔽，绝不让进口垃圾
食品流入市场。

●谷麦馨商贸公司（进口食品代理商）：

塑化剂事件起警示作用

讲品牌故事 悟成功背后

探产业路径 育品牌经济

齐鲁晚报 李岩侠品牌工作室策划

品牌企业QQ群：283169672 主持人：李岩侠 18678859550
邮箱：qlwblyx@qq.com

25日，企业负责人在“2013年百家食品供货企业食品质量准入论坛”上签署承诺书。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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