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烟台出台系列措施，提出定期开展监管人员培训

每每人人每每年年至至少少上上4400小小时时““食食品品课课””

食品安全关乎百姓身体
健康，餐桌安全需要多部门合
作联动。李伟介绍，将建立落
实跨部门、跨区域案件协查、
产销衔接等协调联动机制；组
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
隐患排查，建立高效的食品安
全问题隐患处置机制。

对于食品企业，要建立企业
食品安全责任制度，强化过程控

制，严格落实各项内控制度提高
自控自律水平；建立健全食品安
全追溯机制。着力打造放心品
牌，培育优势企业，推动食品产
业转型升级，引导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食品摊贩逐步进入集中
交易市场、店铺等。

李伟说，将加大对创建国
家食品安全城市的宣传力度，
将食品安全纳入公民法制普

及、科普常识、职业技能和学
生课堂教育，提高社会公众食
品安全素养和科学防范食品
安全风险能力，促进公众健康
理性消费。

同时，健全完善食品安全
投诉举报制度机制，畅通投诉
举报渠道，如果发现问题，市
民可以拨打12331进行举报投
诉。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蒋大
伟 ) 19日上午，烟台市政协召开
十二届十七次常委会议。会议听取
并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市政协十二
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的
通报，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市政协
十二届四次会议的决定，决定市政
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于2015年2月6

日召开。
会议还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政协

工作报告(草案)和提案工作报告(草
案)；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市政协主席郝德军出席会议
并讲话，对2014年工作进行了简要
总结。对当前工作，郝德军强调，要
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
会精神，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市战
略实施，创新政协履职实践，为建
设法治烟台议政建言、献计出力。

市政协十二届四次

会议将于2月6日召开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蒋大
伟 通讯员 孙芳芳 郝光亮)
19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烟台海事
局获悉，受冬季降温天气影响，渤
海海冰规模有所发展，面积已超过
6000平方公里。目前，海冰规模和
厚度不会对周边港口生产和船舶
往来产生明显影响。

据成像于1月19日10时15分的
卫星遥感监测数据显示，渤海海冰
主要集中在辽宁的辽东湾海域，海
冰分布面积约为6415平方公里，其
中：浮冰类型以尼罗冰为主，一般
厚度约4厘米，最大厚度大于30厘
米；固定冰类型以沿岸冰为主。天
津、河北附近的渤海湾、山东半岛
北部的莱州湾仅有少量的沿岸固
定冰。

莱州湾少量海冰

暂未影响港口生产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钟建
军 通讯员 王国良 ) 19日，记
者从市高速交警支队获悉，福山收
费站、轸格庄收费站、杜家疃三个
收费站共计16条车道将安装卡口
监控与拦截系统，全天候监测过往
车辆。预计2月底前完成安装，并进
行试运行。

这套系统主要功能是对过往
卡口车辆进行图片自动抓拍、号牌
号码自动识别、流量统计、违法及
布控信息(包括黑名单、被盗抢嫌
疑车辆、公安刑侦、治安等部门的
布控信息)的比对、报警、处理，实
现与高速管理平台及相关布控管
理平台的信息交换，LED告警信息
发送。

交警部门还将完善团雾多发
路段预警提示设施设备，要在年均
发生3次以上团雾的高速公路路
段，全部建立预警机制。

烟台3处收费站将设

卡口监控与拦截系统

2014年烟台市区空气质量公布，与去年基本持平

市市区区优优良良天天数数228800天天，，无无严严重重污污染染
本报1月19日讯(记者 王

永军) 19日，烟台市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举办市区空气质量
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了2014

年烟台市区空气质量情况，优
良天数达到280天。从优良天数
和四项指标浓度变化情况看，
市区空气质量同比基本持平。

据烟台市环境保护局副局
长车剑波介绍，监测数据统计
显示，去年市区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为280天，优良率为
76 . 71%。其中一级(优)46天、二
级(良)234天、三级(轻度污染)61

天、四级(中度污染)16天、五级
(重度污染)8天，全年没有出现
六级(严重污染)天气。

与上年同期相比，重污染
天数减少6天；重污染峰值(日
均值AQI)明显降低，从2013年
的296降低到2014年的257。

市区四项主要指标中，
PM2 . 5年均值51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1 . 9%；PM10年均值87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3 . 6%；
二氧化硫年均值29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6 . 5%；二氧化氮年
均值38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2 . 7%。从优良天数和四项指标
浓度变化情况看，与上年相比，

市区空气质量基本持平。
从全省情况来看，根据山

东省环保厅发布的17城市大气
环境质量排名，烟台市PM2 . 5、
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四
种主要污染物年均浓度均远低
于全省平均数值，其中PM2 . 5、
PM10、二氧化硫三种污染物年
均浓度现状均居全省第二，二
氧化氮年均浓度现状居全省第

三。“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天数
居全省第二。

据了解，受不利气象条件
影响，全国中东部地区出现了
数次雾霾天气，烟台受到直接
影响。去年市区降水量同比减
少25 . 8%，降水对大气污染物的
净化能力明显减弱。

此外，静稳天气较往年明
显增多，助推了污染物浓度的

升高。客观不利因素的叠加直
接影响到市区空气质量的持续
改善。

虽然市区大气污染综合整
治工作已取得明显成效，但建
筑施工、裸露地面以及道路交
通扬尘污染防治、机动车尾气
以及工业污染防治的水平与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的要求仍有差
距。

本报1月19日讯 (记者 蒋大
伟 ) 20日，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
中的“大寒”，港城天气晴好，气温
有所回升。但是晴好天气不会持续
太长，据烟台气象台预报，21日将
迎来降温天气，同时烟台市将有小
雨雪，提醒市民注意出行安全。

据烟台市气象台19日发布的
天气预报，20日烟台天气以晴好为
主，气温有所回升。21日受冷空气
影响，将有小雨雪天气，同时北风
增大，气温有所下降。

加大监管投入

推广电子信息监管

李伟介绍，烟台将加大食品
安全监管投入，基本满足4份/千
人检测样本量的检验检测经费
需求。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检验检
测体系，市级食品安全检验机构
具备对当地主要食品种类、重要
食品安全项目的检验及快检能
力，县级具备常见指标实验室检
验能力及现场定性速测能力。

李伟说，目前，一些农贸市
场设有安全检测站，而有些市场
则没有，今后将加大力度，支持
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升级
改造和食品安全检测室(站)建
设，补助检验检测费用。

同时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平
台，广泛推广应用电子监管、信息
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届时，将
实行监管、办公、查询办公一体
化，方便快捷，也更加透明。”李伟
说，定期开展监管人员培训，各级
食品安全监管人员每人每年接受
不少于40小时的食品安全培训。

“三品一标”占比提高到60%以上

食品安全，源头是关键。
李伟介绍，将全面加强农业投
入品管理，实行农药兽药经营
告知、剧毒高毒农药限制区域
销售使用和实名购买制度；开
展兽用抗菌药、饲料添加剂专
项整治，严厉打击农药兽药残
留超标、非法添加激素类药品

或其他违禁物质等违法违规
行为。

同时，加快发展现代农
业，大力推进食用农产品标准
化、规范化、产业化生产，蔬
菜、果品等优势农产品标准化
生产程度提高到 7 0%以上；

“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农产
品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认定面
积占食用农产品产地总面积
比率提高到60%以上，规模养
殖场获得无公害认证比率提
高到70%以上，认证水产品面
积占养殖总面积比率提高到
55%以上。

发现问题可拨打12331举报投诉

“大寒”主打晴

节后迎来小雨雪

本报记者 秦雪丽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是全民保卫餐桌安全的一次战斗，涉及食品生产的各个
环节，怎样才能在全社会营造一个不生产、不销售、不购买、不食用假冒伪劣食品的良
好社会环境，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话题。记者就此采访了烟台市食安办主任、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李伟。

争争创创国国家家
食食品品安安全全城城市市②②

市区禁燃区淘汰102台分散燃煤设施
2014年，烟台采取多项措

施推进空气质量改善。比如加
快推进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建
设，将燃煤设施的淘汰纳入《环
境保护重点事项推进责任书》，
截至目前市区禁燃区已淘汰
102台分散燃煤设施。

在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监管
方面，目前市区现有各类大气污
染源364个，按照排污总量大小
和所处环境敏感性，实行分级监
管，国控、省控污染源每天监察
一次，市控污染源每周监察一
次，区控污染源每旬监察一次。
2014年，累计下达各类限期整改
决定67项，立案处罚21起。

在建筑工地扬尘监管方

面，去年市区各类建筑工地达
400多个，住建部门制定了整治
方案，对扬尘防控措施不力的
20多个工地实施停业整顿。

加快推进黄标车淘汰和
油气回收工程。2014年，检测率
和环保标志发放率分别达到
80%和90%以上，累计淘汰黄标
车6 . 1万辆，超额完成年度淘汰
任务。其中，通过黄标车提前淘
汰补贴工作报废的黄标车共
计8 6 3 0辆，总拨付补贴资金
5710 .57万元。

按照“有序、联合、安全推
进”的原则，全面开展油气回收
综合治理工作，全市已完成改
造加油站共469家，油库6家。

所有县市区纳入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考核

2015年，烟台将不断巩固扩
大大气污染综合整治活动成
果，所有县市区都将纳入空气
质量生态补偿考核。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最
后一年，对于2015年的空气质
量，也提出了目标。比如较2010

年二氧化硫浓度年均值下降
20%，二氧化氮浓度年均值下降
5 . 3%，PM10浓度年均值下降
20%，PM2 . 5浓度年均值控制在
70微克/立方米。

全市26个空气质量自动监
测点，将通过财政招标方式全
部委托第三方进行运营管理，
以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

从今年1月份起，将所有县

市区纳入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考
核，每月公布空气质量现状及
改善情况。全市的空气质量改
善工作将在一个平台上“统一
检查、统一通报、统一考核”，而
不仅仅限于烟台市区。

此外将做好“建筑扬尘、道
路扬尘、燃煤污染、油气污染、
机动车排气污染”综合整治。

新《环保法》和山东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第二时段限值均
于今年1月1日开始施行。新的
排放标准限值，采取倒逼机制，
督促排污企业优化产业结构和
能源结构，最大限度地减少排
污总量。

本报记者 王永军

19日，烟台天气晴好，在烟台大学校园红房顶的映衬下，蓝天白云更加迷人。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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