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4 财经·食安山东 2014年12月22日 星期一 编辑：王赟 美编：罗强 组版：刘燕>>>>

“食安山东”周游列国
寻访“美味山东”之诸城篇

诸诸城城畜畜禽禽屠屠宰宰加加工工升升““自自动动挡挡””
每一块肉都经过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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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李岩侠

品牌工作室策划

元旦、春节肉食品消费
旺季已经来临，也是传统的
食品安全敏感期，畜禽屠宰
管理工作艰巨，消费者更关
心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本报记者走进“全国生
猪调出大县”诸城探访山东
畜禽屠宰加工的样本，诸城
市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
比重达到64%。

12月17日，记者来到位于诸城
的山东华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大
门口有一个长约10米、宽约3米的
水池 ,进厂车辆经过水池才能进
厂。公司董事长孙夕华介绍,这个
水池是消毒池,“生猪进厂出厂要
走不同的大门,如果车辆轮胎不经
过这一关,很可能会给厂内加工的
猪肉带来影响。”

记者在参观走廊透过玻璃看
到，生猪屠宰分割加工生产线上的
工人都“全副武装”：帽子、口罩、隔
离衣和水靴。加工生产线上,工人
正在忙碌着,其中有几个人从每批

次的生猪上取出肝样进行处理。他
们并不是公司的员工,而是诸城市
兽医卫检人员,负责检测瘦肉精。
而且屠宰后的生猪还要经过瘦肉
精检测。

孙夕华告诉记者,生猪屠宰车
间要经过宰前检疫、二次灭菌、同
步卫检等10道工序,每道工序还要
细化 ,能抽检到每一块肉 ,猪肉出
厂前差不多要经过30道关口。诸城
市畜牧局工作人员打了这样一个
比喻，“现在诸城的大型生猪屠宰
食品企业的屠宰加工生产线基本
是开‘自动挡’车的感觉。”

猪肉出厂前要闯30关

一根不到6公斤重、售价3700
多元的帕珞斯发酵火腿，这样的
高端肉制品就是诸城的食品企
业的产品。以生猪屠宰、冷却肉、
冷冻肉、低温肉制品、调理食品
加工为主的大型食品专营企业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四年前登陆资本市场，得利斯
(002330)在近日披露的《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表》中表示，公司
正在进行市场改革，积极搭建电
商平台，加快市场终端网络建设，
进军全国市场。

12月17日，记者在得利斯采访

时了解到，公司目前主要在长江以
北地区，江苏也有部分产品的销
售，但网点不是很多。公司正在加
强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高端消
费市场的销售，下一步会逐步拓展
南方市场，提升公司全国知名度。
另外公司目前给某些部队供应产
品，有相关合作。

得利斯透露，公司建设大网
络、大物流的集电商、冷链物流、国
际贸易等于一体的综合型食品企
业，近期将有一系列的大动作。公
司不排除兼并、收购等任何快速提
升的途径和手段。

加强一线高端市场销售

本报记者 王赟

日前发布的《2014中国上市公
司法律风险指数报告》显示，食品饮
料业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近四年
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水平基本一
致，2010年行业法律风险指数均值
为23 . 985。从绝对数来看，食品饮料
业法律风险小于上市公司整体的法
律风险。

从排名看，法律风险指数最低
的前五家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为黑
牛食品(16 . 454)、佳隆股份(17 . 628)、
好想你(17 . 671)、得利斯(17 . 719)、珠
江啤酒(17 .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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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淘宝公布，协助上海警方
嘉定经侦查获一起假冒知名品牌榨
汁机的案件。通过线上大数据线索
摸排，淘宝协助警方捣毁10个制造
假榨汁机的线下窝点，涉案金额
1000余万元。

阿里巴巴大数据不仅提供确认
售假的店铺，还以淘宝、支付宝的技
术作为支撑，通过大量数据分析了
这些店铺和其他店铺的关联，同时
通过发货地址、IP地址、退货地址等
追查线下的仓库，并追查犯罪嫌疑
人的落脚点。经过大量数据的对比，
锁定了产业链的顶端生产者，生产
者同时给上海、浙江、山东、江苏等
地的五个线下下家供货。

最近一段时间，在微信朋友圈
里悄然流行起“私房美食”，即一些
网友通过微信平台纷纷晒出自制美
食进行销售。这些美食，正餐并不
多，主要以甜点、零食为主，如小饼
干、奶油蛋糕、牛肉干、蛋挞等等。

工商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自制的食品没有通过职能部门的检
验，制作原料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规
定，制作工艺是不是安全卫生，这些
是无法保证的，“就算自制的美食符
合所有的卫生安全标准，配送上能
够达到标准吗？”

朋友圈美食慎购

大数据“打假”

食饮上市公司风险小

巧克力原材料价惨

新加坡集团Olam上周宣布收购
美国农业巨头Archer Daniels Midland

旗下的可可加工生产线，来自瑞士的
可可和巧克力生产商Barry Callebaut、
来 自 美 国 的 私 有 化 商 品 交 易 商
Cargill(嘉吉)和Olam新扩张的巧克
力产业链，将占据全球可可加工总
份额的60%。

根据Ecobank的数据，一条巧克
力的价值中有70%属于可可和巧克
力生产商，反映了研发成本和营销
费用。剩下的价值中，17%属于零售
商，7%属于中间机构比如交易商。
1980年可可种植者可以在一条巧克
力中获得16%的价值，但现在只有
6%——— 原材料的价值实在太低了。

山山东东畜畜牧牧筑筑起起77000000亿亿产产业业链链
上周，山东省畜禽屠宰

管理工作会议在诸城召开，
元旦、春节肉食品消费旺季
来临，山东将实施生猪屠宰
专项整治“百日行动”。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局长
冯继康表示，目前山东畜牧
业、畜产品加工业、饲料工
业、兽药企业已形成7000多亿
元的产业链。

对话

“病死畜禽流向餐桌，会引发食品安全问题，
进行无害化处理势在必行。”诸城市畜牧兽医管理
局局长齐延青告诉记者，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
生猪饲养量11 . 9亿头，估算死亡数5950万头；家禽
饲养量176亿只，估算死亡数14 . 1亿只。以诸城市
为例，每年约有1 . 2万吨病死畜禽需要进行处理。

图省事加利益驱使，病死畜禽被养殖户丢弃
或卖给贩子。“即使收缴了病死畜禽，只能通过掩
埋或焚烧的方式处理。况且病死畜禽那么多，很多
时候得不到有效处理。”一位不愿具名的畜牧工作
者说。病死畜禽处理真的没有任何效益吗？

作为我省首批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试
点之一，诸城市就地建立起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
心。通过生物发酵技术，病死畜禽被制成蛋白冻原料
和生物有机肥，从终端上解决病死畜禽的去处问题。

12月18日，山东盛世华脉生物有限公司动物
卫生无害化处理中心项目负责人朱平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将病死畜禽加工成有机肥，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都不错。”

记者从诸城市畜牧兽医管理局了解到，在每
个镇(街)至少建设一处具备回收能力的病死畜禽
回收站，负责收储辖区内病死畜禽。同时诸城市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配备四辆专用车辆，分片
包区到病死畜禽回收站和畜禽规模养殖场对产生
的病死畜禽进行回收。另外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
处理补贴机制，依照“谁上交补贴谁 ,谁处理补贴
谁”的原则，补贴费用由诸城市财政承担。

今年以来，诸城市已无害化处理病死猪约5 . 2

万头,禽约16万只，毛皮动物尸体约84万个。

诸城无害化处理

病死畜禽样本

相关链接

华宝生猪屠宰加工生产线。 本报记者 王赟 摄

记者：目前我省畜禽产业在全国占什么体量？

冯继康：全省共有畜禽屠
宰企业1987家，其中：生猪屠宰
企业893家，占45%；家禽屠宰企
业798家，占40%；牛羊屠宰企业

296家，占15%。
2 0 1 3年，全省肉类产量

1 2 0 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14%，其中：禽肉产量623万吨，

占全国的35%；猪肉产量450万
吨(屠宰生猪5000多万头)，占全
国的9%。这些指标均居全国第
一。

记者：我省生猪定点屠宰资格审核清理目前是个什么情况？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是个什么水平？

冯继康：截至 2 0 1 4年一
季度，全省生猪定点屠宰企

业由 2 0 1 2年初的 1 4 1 6家，压
减到 8 9 3家，压减了 4 2 %，高

出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1 6 个 百 分
点。

记者：消费者都比较关心对私屠滥宰的督查，这一年这方面的工作有什么结果？

冯继康：全省生猪定点屠宰
企业中，规模以上屠宰企业仅占
30%，70%屠宰企业仍为半机械或
手工屠宰。截至2014年11月，全省
共出动执法人员23000多人次，排
查畜禽肉品企业及经营业主3万

多家(户)，受理举报投诉1680起，
端掉私屠滥宰窝点164个，查处
违法案件437起，破获济南方圆
食品公司、费县南张庄乡食品
站、嘉祥汇众食品公司等生猪定
点屠宰企业违法经营刑事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拟制定《山
东省畜禽屠宰行业设置规划
(2016-2020年)》，根据各市面积、
人口、地理环境等因素，确定每
一个市畜禽屠宰企业和小型场
点数量。

记者：今年4月份，山东印发《“食安山东”品牌引领行动方案》，旨在打造一批食品放心品牌、提
升食品安全水平，畜牧业品牌方面有什么目标？

冯继康：力争到“十二五”
末，山东省创建完成100个畜牧

业品牌，创建全国性畜牧龙头
企业品牌25个，全省性畜产品

品牌45个，区域性特色品牌20

个，社区性生态体验品牌10个。

本报记者 王赟

冯继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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