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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食安山东”论坛掀起头脑风暴，我省将坚持打建并举，以打促建

““食食品品抽抽检检曝曝光光是是公公众众期期盼盼、、企企业业噩噩梦梦””
本报济南6月28日讯（记者

马绍栋） 16日下午，第二届
食安山东论坛暨“食安山东”品
牌引领座谈会及联盟供需对接
会在济南召开。来自省食药监
局、省食品工业协会等十个食品
行业相关协会负责人、150余家
龙头食品企业、餐饮连锁酒店代
表共计300余人参会，围绕新食
品安全法实施、政府监管职能转
变以及食品山东品牌引领企业
在行动等主题，与会代表各抒己
见，展开了一场头脑风暴。

食品抽检

不合格坚决曝光

为确保餐桌安全，新修订的
《食品安全法》将于今年10月1日
正式实施，新修订的食安法增加
条文50条，内容做实质性修改的

达70%，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
安全法》。省食安办主任、省食药
监局局长马越男强调，我省将结
合实际，积极推动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食品摊贩等地方性立
法，并对已有的法规规章进行清
理和修订，加快健全完善监管制
度和标准体系，确保法律的各项
要求真正落地，各地要督促食品
生产经营者加强培训，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主动履行法律义务。

“食品安全是产出来的，企
业是食品安全责任主体。”省食
药监局综合处处长王立河指出，
食品抽检不合格曝光，是公众的
期盼，一定程度上也是企业的噩
梦，有的企业宁肯交罚款也不愿
被曝光，但新形势下企业应当正
确看待抽检不合格结果。

王立河表示，出席论坛的大
都是省内大型知名企业、大型商

超和知名餐饮连锁，企业信誉大
如天。省局在食品抽检中也发
现，个别企业抽检不合格结果出
来了，害怕影响企业形象、影响
市场销售，不是查找自身原因，
而是找人疏通，争取不曝光、不
公告，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法律
法规不允许，你的竞争对手不允
许，公众更不允许。最好的办法
是主动查找自身原因，以公开对
公开的方式通过网站等媒体渠
道，把自身查找出的原因、采取
的措施告知公众，取得谅解，用
安全的食品取信于民，把失去的
市场再夺回来。

按照相关规定，我省会及时
向社会公布抽检结果。既要让公
众知道哪个产品有问题，还要让
公众知道哪个企业的产品可以
安全消费。因此公布检验的信息
包括产品合格的企业和不合格

的企业、产品名称、检验项目、合
格与不合格的检测值。对产品不
合格较多，且安全危害较大的，
采取全部产品下架、封存，检验
合格的批次重新上架恢复销售
等措施。

食安山东

将突出示范引领

省食药监局协调处副处长
蔡林川表示，我省开展“食安山
东”品牌引领行动以来，全省创建
食品生产加工示范企业211家，食
品流通示范店825家，餐饮服务示
范街区118条，示范食堂195家，示
范店342家，在树立“食安山东”整
体品牌形象，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
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我省坚持打建并举、
以打促建。针对农村市场、城乡

接合部、学校周边等重点区域，
以假冒伪劣、非法添加和滥添加等
6个方面为重点，今年部署开展了
“守护舌尖安全”行动。2015年以
来，全省共侦办食品犯罪案件467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12人，打掉

“四黑”窝点222个、犯罪团伙29
个，涉案价值3639余万元。

下一步食安山东建设将打
造一批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
范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达到40个，新创建
89家规模以上食品生产加工企
业为示范企业，食品生产加工示
范企业达到300家。发掘、保护和
发展一批食品中华老字号、山东
老字号与传统品牌。重点支持80
个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快检室
建设；重点培育和打造10家知名
大型餐饮企业；新打造50家大众
餐饮连锁企业。

好当家的天海湾养殖牧场经国家海洋农业局多次
检测结果表明，各项检测指标均符合国家一类渔业水
质标准。海参、海蜇、对虾等产品，从育苗开始做起，育
苗、放养、捕捞、车间加工、进入300多家专卖店进行销
售，我们通过对产品质量的全程把控，打造安全放心健
康的产业链。

公司食品加工主要产品出口日韩，现在把出口加
工的冷冻食品陆续投放到了国内市场，取得了一定的
认可，这就是因为我们对国内外都采用一个标准、封闭
式的生产、全过程的监控，让产品生产不留死角。此外，
好当家公司还拥有高标准的食品检测中心，配备各项
检测设备50多台，可进行700多项检测。

松乔餐饮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团餐，按照目前中国
餐饮行业每年2万多亿的销售额来说，团餐和快餐能占
到40%的份额，但能解决的消费者餐饮需求占到餐饮
消费市场的70%。

新形势下食品安全管理中出现的挑战，特别重要
的一点就是消费者消费需求的多元化，这也使得传统
团餐市场产品结构发生了调整。传统的食堂做大锅菜
比较多，但现在食堂朝着美食街、风味小吃的方向发
展。

这样一来，食堂单一的生产模式，变成一个食堂中
融合多种快餐的生产方式，使得食品安全的管控变得
更加复杂、难度加大，需要公司实行更加严密、多方位
的管控，以确保食品质量。

公司每天为15万人提供团餐，省内的60家企业有
我们的合作项目。此外，我们的服务也覆盖到了贵州、
广西、江西、河北等省份。

凯奇餐饮的流程管控，首先从硬件开始，每一个项
目在投入的时候，要参与到项目的食堂和前厅的设计、
规划，已经设计好的，可以提修改意见，从细节上杜绝
安全隐患。第二，在质量品质管理制度的落实上，公司
有专门的质检品控部，每月要进行两次检查，每个项目
有安全员，负责每日的检查。第三，对各类档案进行管
理。从每个员工上岗的健康证到食品的留样，要随时随
地保证可以进行检查。此外，从供货商的资质到产品的
合格证明到供货协议等流程，都是经过严格认证。公司
还有专门的配送队伍，公司有30人以上的配送车队，可
以对青岛、威海、烟台等地进行辐射。

新和盛是集农副食品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大
型企业，是肯德基等品牌快餐在国内的重要供应商。

从建鸡棚开始，新和盛就介入，平均每一只鸡的建
厂成本是40元，其中有一半由公司提供补贴。为奖励优
秀的养殖户，在肉鸡收购时，每合格一只鸡公司将给予
养殖户5分到1毛钱的补贴，在收购时，无论市场出现任
何波动，订单价格都不会改变，每年因平衡市场差价而
补贴给养殖户的钱就达300万—500万。

同时公司在内部实行了食品质量责任制，层层把
关，并与工资奖金挂钩，实行了“质量一票否决制度”，
使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质量管理措施，坚决不让不
合格产品过关。

蒙牛乳业泰安有限责任公司总人数1000多名，质
量体系控制人员占比22%，其中包括化验室检测人员、
车间过程质量体系控制人员。

质量追溯为重中之重。集团通过运行三大系统，将
质量追溯做到一键化管理。时刻把自己作为第一责任
人，质量工作才能做下去。

从供方即牧场管理上，目前公司对供方有评估制
度、共同的管理制度、定期的审查制度，蒙牛集团拥有
176台高清的视频监控系统，通过电脑可以查到每一个
生产厂、每一个车间、每一个监控画面是什么样子的；
终端这里有一个GPS，每一个运输车辆都有一个温度
数据和一个路线数据。

细数景芝酒业近些年的发展路径，背后潜藏的是
景芝酒业长期以来坚持质量管理，苦练内功的结果。公
司建立了总经理为第一质量安全责任人，实施公司、部
门、班组三级质量安全一票否决制，并由质量受权人负
责质量安全工作。

景酒总结提炼白酒生产的关键过程，从产地、水
源、原粮等九方面实施标准化管控，实现了酿酒、制曲、
勾调、包装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和全过程食品质
量安全追溯，成为白酒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变的典
范。

作为阿胶行业领军者，我们的做法是，打造全产业链、
严控质量标准、多种方式查询产品质量信息，以技术创新
推动行业发展，用大质量体系确保东阿阿胶安全。

东阿阿胶打造产品生产全过程可溯源的全产业链
模式。在上游，东阿阿胶在国内建立了20个毛驴药材养
殖示范基地，对原料从进厂到投料全过程监控，在中
游，东阿阿胶强化产品质量控制，率先在行业采用清洁
化的驴皮前处理工艺，确保原料最大限度去除杂质。

在下游终端服务环节 ,消费者可以通过短信、网
络、电话等多种方式查询产品质量信息。

“用良心去做产品、用良心对待员工、用良心对
待消费者、用良心回报社会。”作为山东本土走出来
的乳企，20多年来亚奥特上下一直崇尚“四个坚持”。
乳制品行业近些年来多次遭遇消费信心不振的冲
击，但我们一直坚持上述原则，尤其在奶源方面，散
户饲养的奶、手工挤的奶、人情面子奶、未防疫检验
的奶、检验不合格的奶、未签订合同的奶一律不收，
食品安全的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守住良心，即是
安全！

山东作为全国海洋大省和渔业大省，水产品质量
是食安山东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对此，省渔业协会发
挥行业大平台作用，首先从源头上大力推行不投饵、不
用药的生态渔业模式，突出示范引领，推广“龙头企业
+合作社+渔户”模式和现代渔业园区模式，提升渔业
生产的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

省渔业协会牵头组建了“胶东刺参”质量保障联盟
和黄河口刺参质量保障联盟，联盟成员承诺不投饵、不
用药、不添加，产品合格率100%。下一步要进一步抓好
品牌打造和质量监管，促进海参消费大众化，扩大生产
规模，做成千亿元产业。

作为山东省旅游饭店协会，首先，我们要求协会单
位坚守一条底线。在食品采购的源头上进行把握，要求
每个饭店在采购上进行源头采购、有资质的采购，下一
步，旅游饭店协会将成立采购委员会，确保大宗产品从
源头采购、从诚信联盟成员中采购。

第二，要贯彻一条红线。所有的企业在产品加工中
要有所作为，都要进行精细化管理。旅游饭店协会每年
都会对此进行考核。此外，协会要架设一条高压线。要
积极配合食药监部门、媒体和社会大众，共同监督企业
的安全生产，这条高压线不能触及，一旦触及，要让企
业付出很大的代价。

东君投资建设了名副其实的万头牧场，“快乐养
牛，让牛快乐，让养牛的人快乐”一直是我们牧场管理
的理念，每头牛都有专门的“保健经理”照看，他们每天
的职责就是时时刻刻注视着奶牛的每一个成长细节，
通过上游奶源的精心管控，公司实现了奶牛养殖与奶
制品加工产业一体化，发展成为拥有核心竞争力、具备
上下游协同效应的产业一体化大型企业，打造山东低
温奶强势品牌。

好当家销售公司总经理李新刚

山东松乔餐饮董事长窦大海

威海凯奇餐饮总经理助理宋军

新和盛农牧集团副总裁姜奎华

蒙牛集团质量总监邢世通

景芝酒业副总裁赵德义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尤金花

亚奥特乳业副总经理李庆官

山东省旅游饭店协会会长何庄龙

山东省渔业协会副秘书长王盛

东君乳业董事长赵录

入行20多年，从蔬菜批发经销到生产种植，从寿
光、德州到北京、济南，我一直在有机生态农业领域打
拼。目前惠丰已经成为知名的有机蔬菜品牌，从去年开
始我们与国内著名农业龙头北京首农合作，拥有了近
2000亩蔬菜基地的生产管理权，对方看中的正是惠丰
在有机蔬菜种植管理方面的优势和经验。我认为，农产
品一定要立足全产业链保安全，需要政府、企业、消费
者的三方互动，希望能和更多志同道合之士合作，让品
质农产品占领餐桌。

齐鲁惠丰生态农业总经理梁凤全

济南市饮食业协会副会长薛立勇

餐饮业目前面临着消费政策冲击、劳动力成本上
升、行业竞争激烈等多方面难题，而在此背景下食品安全
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无论如何食品安全是关乎餐饮企业
生死存亡的底线，新形势下更有可能成为压垮一些企业
发展的最后一根稻草。作为济南川香情缘餐饮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先从自身做起，建立起从食材采购到
加工处理直到上餐桌的严格质量管控系统，越是在行
业危急时刻越是强化食品安全教育培训。

本报记者 马绍栋 韩笑 实习生 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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