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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食食品品快快检检，，图图快快更更要要顾顾准准

每天监测没问题这就有问题

@崔屹：市场每天自己快检农残，结
果是基本没问题，而食药监局抽检却是
不合格，可见自查“快检”而无约束的话
是多么不靠谱。笔者觉得，自查快检存在
以下问题：一是难保快检工作人员责任
心缺失，糊弄应付；二是面对利益诱惑，
底线失守。食品管理的职能部门应加大
检测监管力度，规范快检行为势在必行。

□王婷

近期，全省药品生产环节药品、中
药饮片（材）质量抽验发现38批次不符
合标准规定的药品，其中包括济南市
皮肤病防治院生产的两批次医疗机构
制剂。（详见《齐鲁晚报》9月16日A20

版）
医疗机构自制药出现质量问题，已

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按照皮防院的说法，
“含量测定”不合格的原因是原材料受潮
所致。然而“含量测定”项目是检测药品
质量合格与否的最基本的标准，有效成
分含量达不到标准，药品就起不到相应
的治疗效果，药品质量更无从谈起。可见
该院对自制制剂的检测或保存有多么马
虎。

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与百姓健
康生命息息相关。按照《药品管理法》规
定，医院自制制剂必须取得《医疗机构制
剂许可证》，医院制剂室有着严格的软硬
件要求，所配制剂必须取得相应的制剂
品种批准文号等。然而医院自制制剂由
于是自产自检自销，常常处于监管的盲
区。作为药品从业人员，据笔者所知，虽
然医院内部都有严格的自制制剂常规检
验项目，但有的小医院为了营利的需要，
内部的检验常常形同虚设，甚至为应付
药监局的检查，临时生产一批严格按要
求配置的符合规定的药品送检，平时则
对制剂质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求很
不规范。这些都为医院自制制剂质量埋
下了安全隐患。

要保证医院自制制剂质量，一方面，
医院要按照《医疗机构制剂配制质量管
理规范》的要求，坚持“质量第一”的原
则，严格对制剂配制全过程的检验。同时
要不断提高制剂配制人员的素质，并严
格执行留样观察制度，发生问题及时追
溯处理。另一方面，在相关部门的日常监
督中，要加大抽查力度，不给医疗机构作
假的机会，同时对某些生产条件、环境卫
生不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乡镇卫生院等
生产的自制制剂，坚决予以取缔，以保证
市民的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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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自制药

可别“灯下黑”

近日，济南市食药监局公布了今年第六批食品安全抽检结果，18个不合格批次均为蔬菜农残超标。这些
不合格批次大都来自每天进行自检的大型超市、大型批发市场、知名餐饮企业。记者调查发现，多家被抽样
单位快检抽样总量、快检操作规范、结果公示和处理等都有待提升。比如，批发市场快检未出现“毒韭菜”，可
食药监抽出两批；有的市场甚至还没检测蔬菜农残，就标出了合格的检测结果。如此看来，快检似乎成了摆
设，对此，不少市民有话说。

□张九龙

大型商超和农贸市场的食品安全检
测情况公示，本应是食品安全状况的明
白纸和规范经营的诚信书，然而近日的
通报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看来快检靠
商家自觉还是远远不够的。

如今人们生活节奏很快，每天生鲜
蔬菜的流通量巨大，囿于人手和设备所
限，想要用常规的专业检测手段把好全
市“菜篮子”的安全关着实不易，因此快
检应运而生。

快检的优势在于一个“快”字，操作
简便、耗时很短，一个人几分钟就可以搞
定，有的市民甚至自己配备了快检设备，
时常在家检测检测，图个安心。虽然说快

检不如专业检测准确，但是毕竟能起到
一定的参考作用，真正把快检全覆盖的
话，也是给市民的“菜篮子”加了道保险。

但是，一个“快”字也埋下了隐患，真
正实行起来，里面的猫腻太多了。有的商
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快检也得看心情
和“档期”；有的商家喜欢“翻牌子”，象征
性挑几种来检测；有的商家则对检测结
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查出问题也视而
不见。更有甚者，个别商家甚至连这点

“形式”都懒得搞，直接挂出“合格牌”。这
种虚晃一枪，把快检简化成“快闪”的行
为实属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在利益面前，主要靠商家自觉的快
检显然是有漏洞的。商家自己查自己，总
是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拿出来的

数据也不足以令人信服。程序既已不正
义，怎么能指望有好结果？要想让快检充
分发挥作用，还需引入独立第三方参与
其中，突破快检的利益链，把快检的全过
程置于阳光之下。

此外，快检这个“游击队”也该到了
被收编的时候，有关部门应当适时考虑
将其作为一项强制性规定来实行。目前，
受“编外”身份所限，快检的数据还不能
完全被权威部门认可，这让市民维权颇
为尴尬。保障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不妨为
快检这个“临时工”先正名。

国富民安天下事，食品安全是大事。
变自检为他检，变自愿为强制，才能充分
发挥快检作为百姓食品安全“预警铃”和

“防火墙”的作用。

快检若成“快闪”，无疑掩耳盗铃

齐
言

快检重点不在“快”而在“检”

@田浩：相比较于食药部门的检
测，快检以“快”取胜。本来指望快检
能快速检测出不合格的蔬菜，可没承
想，快检是“快”了，但是“检”却弱化
了。查不出问题的检测要它何用。

@豆沙包：有总比没有强，对商户
来说也是有威慑力的。因为每天都检
测，商户进货时就要掂量掂量了。

九
点

快检合格，抽检“露馅”
不只是技术问题

@张爱学：不同的果蔬品种可能来
自不同的商家，即使加大检测批次和频
率，也很难百分之百地杜绝农残超标。

@北风吹：无论快检还是抽检，都
不会涵盖所有商品。但快检合格，抽
检不合格，不只是抽检技术问题，还
要从快检制度本身反思，如操作规范
性、对快检本身如何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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