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4 2014年4月21日 星期一

编辑：彭传刚 美编：宫照阳 组版：继红

今日济南

抢眼

豆豆腐腐摊摊主主进进货货大大多多不不知知出出处处
蔬菜已有追溯系统，豆制品也应该知道从哪来

这些问题有答复了

4月12日-18日，12345市民服
务热线共受理群众来电、市(省)长
信箱邮件和短信55709件。其中，
以下问题有回复了。

高铁西侧廉租房

预计年底交付
马先生来电反映：2013年6月

申请的廉租房，已经申请完毕，房
屋地址为西客站附近的小区，但
一直没有分配房屋。

济南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
房屋管理处回复：高铁西侧廉租
住房项目处于建设阶段，正进行
外部配套施工。预计交付时间为
2014年年底。

原第三粮库厂房

地块已经冻结
一位来电人反映：历城区北

园大街37号原第三粮库厂房已被
拆除，咨询计划建什么项目。

历城区城乡建设委回复：第
三粮库是该片区旧城改造项目的
一部分，该项目所征收地块已全
部冻结。

凤凰路预计6月底

具备通车条件
吴女士来电反映：高新区凤

凰路从2月份开始修路，至今未完
工，咨询施工工期。

经城建集团落实，预计6月底
前后快车道具备通车条件。

企业养老待遇

改为25日发放到位
李先生来电反映：自己是济

钢退休职工，2014年4月份的退休
金至今没有发放，希望相关部门
落实尽快发放。

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局退休
职工管理处回复：济南市企业离
退休人员养老待遇从2014年4月
起，发放日期由原来的28日变更
为每月25日到位。

烧烤摊扰民

城管加强管理
邢先生来电反映：在槐荫区

经一纬九路到纬八路，此区域内
的烧烤摊较多，油烟扰民严重，建
议加强管理。

槐荫区五里沟街道办事处城
管科回复：办事处城管科工作人
员联合执法中队对占道经营进行
了取缔，并告知经营者禁止占道
经营。现在每天早7点半到晚6点
半城管部门对烧烤摊进行巡查。

违法生育已落户

仍需缴社会抚养费
李女士来电反映：平阴县居民，

违法生育二胎，已进行了落户，咨询
是否还需要交纳社会抚养。

经平阴县计生委调查，来电
人反映的违法生育的孩子已落
户。按照《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
条例》规定，当事人仍应依法缴纳
社会抚养费，若一次性缴纳确有
实际困难的，可在提供相应证明
材料后，分期分批缴纳。

本报记者 葛亮 整理

本报见习记者 王皇
实习生 林雨 丁少英

7个摊位的豆腐

没证的占大多数

近日，记者以酒店进货员身
份，走访了棋盘社区菜市场和历
下区吉祥苑菜市场的7家豆腐摊
位，发现菜市场多数豆腐来源不
明，仅1家专卖品牌豆腐者能提供
厂家信息，其他6个摊位均有未查
看供货者生产许可证的豆腐。菜
市场豆腐有家庭自产、七里堡批
发市场批发、正规厂家送货3种。

7位摊主中，仅棋盘社区菜市
场中有一家悬挂冠珍轩牌的豆腐
店称豆腐全来自冠珍轩商贸有限
公司。棋盘社区菜市场3位摊主表
示，老豆腐、部分豆皮为自产，其
他的则从七里堡批发而来，“自己
做不了这么多种，一般就做一两
种。”摊主李先生说。

历下区吉祥苑菜市场的3个
豆制品摊位均悬挂了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摊主们出售的老豆腐
中有一部分来自正规厂家。“上层
混着黄色壳儿的是从冠珍轩进来
的货，有单子。”摊主徐先生向记
者出示了当日从冠珍轩进货的机
打收据。而其他从批发市场来的
豆腐则没有进货凭据。

无证作坊竟能借用

正规厂家生产许可

市区菜市场的豆腐不少来自
批发市场，4月10日早晨5点，记者
来到济南市七里堡蔬菜批发市
场，在东北角的铁路桥下找到了
豆腐批发摊。豆腐批发摊并无大
棚，也无店面，摊主们大部分将豆
腐简单置于三轮车上。

记者以酒店采购员身份询问
了豆腐来源及证照情况时，一位
豆腐为自产的女摊主表示自己并
无生产许可证，但如果进货需要
提供，可以借到正规厂家的生产
许可证。女摊主随即向旁边的内
酯豆腐摊主借起了生产许可证。

内酯豆腐摊主表示货源为正
规厂家，能提供齐全证照。另一位
生产地址在上海花园小区附近的
批发摊主徐先生表示能提供生产
许可证，第二天记者收到徐先生
所发生产许可证复印件照片时发
现，该证正是内酯豆腐厂商的生
产许可证。证件上登记的厂家地
址则在徐先生所说地址10多公里
之外。而记者联系该内酯豆腐厂

商时，老板向记者表示，自己只生
产内酯豆腐，不生产老豆腐。

在棋盘街社区菜市场内老李
家豆腐摊，能提供的则是山东德州
豆工坊有限公司的生产许可证，

“我们是厂家批准的在济南的代
工，只不过生产许可证已经到期
了。”该摊主说。记者在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上已查不到该
公司食品生产信息，电话咨询该公
司所在的德州陵县安德街道办了
解到，该公司曾存在过，但多年前
已经不生产了。

“好多食堂和酒店都从我这儿
拿货，没有问我要证明的，你是第
一个。”10日早晨，豆腐批发摊主徐
先生透露，自己一天能卖近1千斤
豆腐，但从没人要看证照。

豆腐到底从哪儿来

市场管理者也说不清

目前市区各个菜市场已张贴
出的市场规章多数对进场的商品
质量有要求。在棋盘街社区市场，
豆制品明确列入了重要商品范围，
主要从包装、进货台账控制质量。
进货台账一项要求注明商品进货
渠道、数量，提供合法的进货凭证、
进货渠道，同时要有商品质量档案
备查。

棋盘社区菜市场管理方历郡
市场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先生
说，市场食品经销者都有健康证，
准入和检查主要针对有包装的食
品。对有包装的豆腐制品，工商局
和市场一周会查二三次，但对没有
包装的只能通过看和闻来检查，目
前市场还没有豆制品的快检设备。

肉菜可查来源

豆腐还不能追溯

记者了解到，市区各大菜市场
和批发市场中，蔬菜和猪肉已经有
电子追溯系统，售卖蔬菜和猪肉的
电子秤多已联网，每批蔬菜和猪肉
的检验检疫信息、来源都能即时上
报商务局系统，菜市场买的菜可一
直追溯到产地。但记者发现，论斤
买的豆腐则还用着普通电子秤，还
没有实现电子追溯。

据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工作人员介绍，截至3月30日，济
南纳入监管的豆制品生产加工小
作坊有76家。2013年，在山东省人
大未出台相关规定的情况下，济南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了《济
南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报
告制度》。小作坊可凭相关证明，到
工商行政部门办理营业执照。

近日，有市民来电询问市场豆制品来源是否可靠。记者探访发现，市场豆
腐主要有三种来源，自产、批发市场进货及正规厂家进货，除正规厂家进货者
能提供进货记录外，其他来源多难提供相关证照及进货记录。济南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表示，集贸市场不能销售无证小作坊生产的豆腐。但记者调查发
现，因无可追溯系统，豆腐来源大多是谜。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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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场买买豆豆腐腐可可

““看看、、闻闻、、摸摸””三三步步走走

本报4月20日讯(见习记者 王皇 通讯员
张斌) 近日，市民刘先生拨打本报96706123

热线咨询在市场上怎么买豆腐。济南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建议，市民买豆制品时
可以通过看、闻、摸三步挑选。

首先是要看。要注意观察豆制品的色泽，不
买过鲜过亮的产品。优质豆腐切开后表面细嫩，
不出水，没有气泡；好的豆腐干则表皮光洁，方
形整齐；素鸡呈圆柱形，切开后刀口光亮。

其次是要闻。注意豆制品的气味，不买有异
味的豆制品。好的豆制品打开包装后能闻到一
股豆香味，而劣质或过期变质的豆制品闻起来
会有腐酸味。

然后是要摸。一般情况下，优质豆腐拿在手
里摇晃后不会产生晃动感；好的豆腐干经手触
摸感觉密实、坚韧、有弹性，劣质豆腐潮湿、黏
滑，弹性不足；摸上去易碎的腐竹通常质量较
好。

教您一招

▲七里堡批发市场有近10户豆腐批发摊，多数摊主
表示豆腐为自产。 见习记者 王皇 摄

▲市场上肉菜追溯系统所用的联网电子秤。
见习记者 王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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