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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向 难点监管

探索进园区备案制 监管小作坊小饭店

食食品品安安全全““管管””出出来来的的山山东东模模式式

“你看，只要用手机轻轻一扫，
马上就会显示这块豆腐的品名、
生产企业、联系人、地址以及检测
情况、生产时间等产品信息，一应
俱全，如果豆腐有问题可以根据
上面的信息找到生产商。”

在威海市一家农贸市场记
者看到，销售人员在称重后，将
豆腐装进印有产品标识的食品
袋里，所不同的是上面显著位置
贴有一个“二维码”，可以追溯豆
腐的来源。

“打铁豆腐工坊每一批产品
在出厂前，都统一标识了二维追
溯码，方便市民查询投诉。”威海
临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大
队队长邹敬一告诉记者，豆腐小
作坊一直是群众最关心、社会反
映最强烈的食品小作坊，完全取
缔不可能，但监管起来难度又很
大，为此他们采取小作坊集中进
园区，统一集中监管的新模式。

位于临港区的打铁村，一座
全新打造的“打铁豆腐工坊”成

为食品安全的硬保障。“我们在
工坊一共安装了60个探头，对生
产车间、仓库等区域实行24小时
监控，并通过联网，实现市、区两
级同步监控。”邹敬一指着一进
园区大门的“监督墙”说道。在生
产车间记者看到，整个生产车间
宽敞明亮，各个豆腐作坊整齐排
列，工人们身着统一制服，严格
按照工坊统一制定的车间管理、
从业人员卫生规范等制度进行
生产加工。每个豆腐坊都划分了

干、湿两大操作区，干区存放的
主要是大豆、食品添加剂和豆制
成品、冷藏品，湿区专门进行生
产加工，这样避免了水渍对原
料、成品的污染。

“严把原料进出关、加工卫
生关、工艺标准关、产品检验关、
产品追溯关。”邹敬一介绍说，豆
腐工坊所有的原料和食品添加
剂都必须要有厂方资质证明和
产品检验合格证明，才能入库存
储；所有的进货原料和出厂产品

都必须进行严格检验，检验合格
才能进入生产和销售环节。

威海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威海全力推进“四小”

（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小食
品店）行业升级改造，变难点为
亮点，变扰民为便民，全市已建
设4处豆腐集中加工园区，豆制
品集中加工率达到75%。目前，
该市正积极探索建设小油坊、小
粉坊、豆芽、干制海产品等集中
加工园区。

在食品安全的治理中，以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食
品店、小饭店、小摊贩、小饭桌、鲜奶吧为代表的“六小”一
直是监管的难点，由于种种现实原因，简单取缔，群众又有
需求；放任发展，又会带来巨大的风险隐患；直接监管，又
不够发证的条件。为解决这一监管难题，我省各地通过探
索集中进园区、备案制等方式，将游离于监管外的“六小”
问题逐渐规范。

一块豆腐的食安之旅：

小作坊集中“入驻”园区，二维码全程可追溯

其实，食安“四小”问题一直
是群众关注的焦点，考虑到各类
现实情况，不可能将它们直接取
缔，但要办食品生产许可证又不
够条件，为此我省各地也在探索
监管的办法。

“像这个‘朱家佳肴’店营业
执照注册日期是2004年6月21
日，但是店里却并没有取得食品
生产许可证，我们给它挂了一块
食药监局颁发的“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示范户‘的牌子。”泰安市

泰山区食药监局副局长丁营指
着泰山区邱家店镇的朱家佳肴
说道。这个门头房后边紧挨着店
主一家三口居住的院子，也是其
售卖熟食的加工区，这样一家典
型的食品加工小作坊从事的朱
家卤制猪头肉手艺已经传到第
四代。

面对这样的监管对象，泰安
市按照“五统一”“四规范”的要求
去规范小作坊，即统一登记信息、
统一人员管理、统一购销台账、统

一公开承诺、统一公开监管人员
及投诉电话以及规范加工工艺流
程、规范食品添加剂使用、规范监
督检查、规范信息报告，做得好的
确定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示
范户”。“虽然目前没法发生产许
可证，但我们希望能让小作坊浮
出水面，别都‘黑’着。卫生条件改
善了，示范效果比较明显，几家加
工业户都到朱家佳肴来参观借
鉴，着手整改提升。”

像泰安这种监管模式，其他

地市也在创新。威海市实行小摊
贩定点编号，鼓励小摊贩入市经
营，对入市摊贩实行备案管理，统
一制作货柜、统一着装标准、统一
健康查体、统一废弃物处置。青岛
则针对小餐饮，探索推行“户籍
化”管理模式，专门制定小餐饮质
量安全标准。潍坊市突出“六小”
规范，已分别制定出台了食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小食品店、小饭
店、小摊贩、小饭桌、鲜奶吧“六
小”的监管办法，将长期以来游离

于监管之外的业户全部纳入监管
范围，通过实施备案登记、统一标
牌公示、限时定点经营等多种监
管方式逐一对其规范。

济南也采用户籍式管理的
办法，建立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
坊生产报告制度，对依法依规从
事食品生产的小作坊实行登记
管理，督促其落实主体责任。通
过实名登记、生产报告两种模
式，对全市1700余家小作坊进行
了规范。

小摊贩等“六小”治理：

生产经营备案制，小摊贩也纳入“户籍式”管理

青岛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流通环节是食品安
全链条的关键环节，目前青岛在
3家主要批发市场设立了市场监
管所，在28家批发市场、132家农
贸市场设立了驻场监管员，实施
专人驻场式监管。对入市农产品
每车必查、每品种必检，对季节
性、高危品种菜品同一车次同一
品种多批次检测。

记者了解到，青岛实施市
场质量保证金制度。市场内出
现违法违规问题，除对业户依
法处理外，还要扣除市场主办
者的保证金，强化市场主办者
对市场内业户的管理。

此外，青岛在144家大中型商
场超市建立“物联网”管理系统，

实现食品从生产、进货到销售各
个环节的动态管控；特别是针对
现场制售食品这一高风险环节，
在162家中型以上商场超市全部
设立视频监控系统，让现场制售
的全过程在阳光下运行。同时，青
岛还先后研发了“肉菜追溯”、“智
能食安”等信息化系统，涵盖猪
肉、蔬菜等100余类品种，80%以上
的经营主体信息纳入动态监控。

在制度管理方面，潍坊创
新实施食品流通“一本通”制
度。由食品批发到零售，票随货
走、一本到底，实现了“以供控
购、以购溯源、管住供货商、规
范购货商”的链条式管理，有效
解决了食品经营者供货商档案
和进货清单不齐全、不规范等

诸多问题，建立了流通环节食
品安全源头可溯、安全可控、去
向可查的长效机制。

其实，对于食用农产品批发
市场这个监管烫手山芋，山东的
监管创新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目前我省有138家上规模
的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其流
通量占据日常食用农产品消费
的70%以上。量大面广，监管难
度可想而知。为此今年3月1日

《山东省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正式实施，对明确市场开办者
主体责任、检测体系构建、产地
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等现实难
题进行了详细规定，倒逼各大
批发市场规范自律。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

全流程链条式监管，抓流通管控餐饮

“新版《食品安全法》已经实
施，落实到抽检监测项目上，重点
检验项目就是食品中农药兽药残
留、食品添加剂滥用和非法添加、
致病菌、重金属、污染物质等安全
性指标。就我省来说，目前已经建
立起四级抽检全面覆盖的检测体
系。”省食药监局综合处处长王立
河介绍说，国家级和省级抽检重点
是大型企业生产且社会关注度高、
风险程度高、日常消费量大的婴幼
儿配方食品、乳及乳制品、肉及肉

制品、食用油、酒类、饮料、调味品、
茶叶等重点品种。市、县两级主要
抽检行政区域内具有一定规模的
市场销售的蔬菜、水果农药残留，
畜禽肉、水产品兽药残留和小型生
产企业、小作坊、餐饮自制食品。

王立河表示，与此前监督抽查
单纯重视合格率考核不同，我省食
品抽检体系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

“问题导向，风险导向”，侧重通过
抽检发现各领域潜藏的风险，进而
采取相关整治措施。“不能为了抽

检而抽检，为了追求高合格率而抽
检，应把抽检当成‘探测棒’、‘试金
石’，全面排查风险点，并紧密结合
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进行早预警、
早处置。”

记者了解到，今年我省5个
创建食品安全试点市共安排食
品抽检经费2 . 8亿元，均达到不
低于食品抽检千人 4批次的标
准，其中青岛市坚持抽检扫描，
连续四年将食品抽检工作纳入
市办实事范畴，对标香港，每年

安排6 . 5万批次抽检任务，达到
千人6 . 5批次；各市共投入1 . 8亿
元用于加强食品监管能力建设。
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将抽检任务
的80%用于监督性抽检，把有限
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今年上半
年，通过抽检发现不合格产品
1290批次，全部进行了查处。

王立河表示，对于抽检结果
会及时向社会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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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让公众指导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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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安监管体系：

监督抽检变“探测棒”，从追求合格率到风险导向

文/片 本报记者 马绍栋

威海打铁豆腐坊，监控平台可以实现市、区两级同步监控。

威海打铁豆腐坊车间，工人们统一着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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