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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0余余家家脏脏乱乱小小餐餐饮饮被被取取缔缔
全市无证小餐饮6971家，整治后明年九成以上将办证

食料进货单

都在店内公示

现在，在花洪路上的每家小吃
店，一进门，第一眼就能看到贴在醒
目位置的“食品安全公示栏”，内容
包括餐饮服务许可证、业主姓名和
电话、健康证、进货单等，“这都是6

月份的时候，我们给业主统一制作，
免费发放的。”

张晓阳介绍，除了公示栏，每
家店还配有统一的食品安全管理
档案盒，并对悬挂方法、公示内
容、索证索票等内容进行了重点
培训。

而在以前，这些小餐饮的食
品安全情况确实让人担忧。“以前
大部分小餐饮没有消毒柜，厨房
也都是开放的，更别提什么索证
索票制度了。”张晓阳说，以前经
常接到市民对这条街餐饮问题的
举报。

王世东也表示，由于小餐饮
菜品价格低廉，经营者进货渠道
复杂，相当一部分食品原材料的
质量、卫生条件无保障，在原料购
进过程中，存在通过非正常渠道
购进价低质不新鲜的原料，甚至
购进变质和假原料的现象。

“现在凡是肉和油的进货，我们
都要求留存供货商的资质证明，在
源头上为食品安全把关，保证质
量。”张晓阳表示，现在检查人员会
定期进行检查。

张晓阳提出要检查档案盒
时，张志生利索地递了过来。档案
盒里整齐地摆放着各类经营相关
证书的复印件，以及过往的进货
单等，“现在我不管是进肉还是进
油，都会随手要票据，过期的放在
档案盒里，当天的就放在公式栏
里，来吃饭的顾客看到后也可以
吃个放心。”张志生笑着说道。

随后，记者来到另一家沿街
米粉店，走进位于二楼的厨房。厨
房里消毒柜、冰柜、货架一应俱
全，整个厨房地面和墙面都贴上
了瓷砖。店主吴强在旁说道：“要
求是贴 1 . 5 米高的瓷砖，我一琢
磨，干脆到房顶算了，看着干净，
清洗也方便。”

“现在每家店面都根据经营规
模增加了相应的冰柜、货架等，保证
原材料存放位置离地离墙至少20厘
米，”张晓阳介绍道，“也都配上了消
毒柜，定期对餐具和厨房用具进行
消毒。”考虑到业主经营需要，稽查
大队几乎都是上门培训和指导，“最
多的时候有的店面要来指导七八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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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餐饮经营者

多为弱势群体
12月9日上午10点，花洪

路小吃街顾客还不多，不少店
主都在打扫卫生准备迎接第
一批食客。记者跟随历城区食
药分局稽查一科工作人员张
晓阳走进一家快餐店。店主张
志生和母亲正忙着拖地擦桌
子，“上午吃饭的人少，趁这功
夫赶紧再打扫一遍”。

42岁的张志生来自东北，
从2010年开始就和爱人一起
在花洪路经营一家快餐店，73
岁的老母亲也在店里帮忙。这
家快餐店是他们全家唯一的
经济收入来源。

“小餐饮经营者多是下岗
失业或无业人员、外地来济人
员，基本上都属于社会上的弱
势群体，又大多是夫妻店，”稽
查工作人员说，“如果采取强
制措施取缔，将对他们的生活
造成严重的影响。”

一旁的张志生也连连点
头，说：“现在生意不好做，我
们一年到头起早贪黑地干活，
结果每个月除去房租也剩不
了多少钱。”据介绍，由于该路
段地理位置好，房租很贵，租
房合同一般都是长期租约，

“一签基本就是三年”。
考虑到他们的房租负担，

即使要取缔的店面，也会等到
他们的房屋租赁合同差不多
快到期的时候，尽量减少他们
的损失。“小餐馆无论是监管
还是取缔都将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

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处副
处长黄芳也表示，小餐饮遍布
大街小巷，公众购买方便，农
民工等低收入者就餐实惠，客
观上对餐饮服务单位网点布
局不足形成了一种补充，单纯
采取取缔措施，将给老百姓带
来就餐不便，公众也接受不
了。

8个人监管

3000多小餐饮
由于开办小餐饮投入较

低，全国范围内小餐馆都呈现
遍地开花的态势。据统计，目
前全国约有500万家餐饮单
位，其中约有300万家为无证
经营，这些无证经营的单位
中，绝大多数为小餐饮经营
户。

济南市无证小餐饮数量
与持证餐饮服务单位数量相
当。黄芳表示，“但目前我们系
统从事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
实际人员不超过一百人，监管

力量存在严重不足。”对此，稽
查队长王世东也深有同感：

“整个历城区就有3000多家小
餐饮，但是只有8名监管人员，
实在管不过来。”

尽管经过整改大部分都
能达标，但并不是所有的小餐
饮都能办证。

“小餐饮由于规模小，软
硬件条件比较差，达不到《餐
饮服务许可管理审查规范》规
定的任何一种经营业态的准
入标准，所以无法办理餐饮服
务许可审批手续”，济南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刘
金宏进一步表示，“大多数小
餐饮都是在民居内开办的，物
权法规定，没有所在地居民委
员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出具的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将住
宅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证明文
件，工商部门不予核发工商营
业执照，我们也不能受理发放
餐饮服务许可证。”

此外，2012年11月1日实行
的《济南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更是将许多业已存在的小

餐饮挡在了门外。

明年全市小餐饮

九成以上将持证
为了“管住”小餐饮，2012

年下半年，济南市食药监局明
确无证小餐饮规范管理的工
作对象是有固定经营场所、符
合餐饮服务基本特征，但未取
得餐饮服务许可证的小型餐
饮服务提供者，包括小餐馆、
小吃店、小饮品店等，要求各
级各有关部门按照“许可一
批，登记一批，取缔一批”的原
则，自今年4月份开始，力争用
两年时间实现整顿目标。

济南市规定，对于确实达
不到许可条件，但能保障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基本条件的，将
从业人员健康查体、餐饮具消
毒、防蝇防尘设施、食品采购
验收、索证索票等作为必备条
件，适当降低其他条件；制定
小餐饮登记条件，引导更多小
餐饮单位纳入监管范畴，由街
镇食品安全监管站实行登记
管理；对于拒不整改或整改
后仍达不到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基本条件的，由所在辖区
食品安全办组织相关部门予
以取缔。

据统计，济南市共有无证
小餐饮6971家，经过整治，目
前已许可2578家，登记1348家，
取缔206家。

据刘金宏介绍，2013年全
市小餐饮监管覆 盖 率 达 到
59 . 3%，打造小餐饮食品安全
示范街 (区 ) 3 4 条 (个 )，示范
街、区内小餐饮持证率达到
90%以上；2014年全市小餐饮
监 管 覆 盖 率 和 持 证 率 达 到
90%以上。

“王队长，进店喝杯水
歇会儿吧！”12月9日，远远
看到历城区食药分局稽查
大队工作人员，花洪路小
吃街上的不少店主都笑着
打招呼。而在以前，这监管
和被监管两方的关系可没
这么融洽。

为规范小餐饮，从今
年4月起，济南市食药监局
启动了小餐饮规范管理工
作。据统计，济南市共有无
证小餐饮6971家，经过整
治，目前已许可2578家，登
记1348家，取缔206家。

花洪路小吃街店面整
治前。 历城食药供图

▲花洪路小吃街店面整治后。 见习记者 陈晓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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