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一一切切为为了了守守护护群群众众““舌舌尖尖””安安全全
多种形式宣传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市民最关心的问题，如何守护群众
“舌尖”安全成了商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药监局）的
重头戏。自新一轮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完成后，今年商河
县又在积极争创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商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的工作人员多次走进学校、小区、农贸市场，让“食品安
全”走到每一个市民身边。10月1日刚刚颁布的新的《食品安
全法》，堪称“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接下来他们希望每一个
商河市民都了解这部法律，遵守这部法律。

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宣传食品安全知识。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李清福 陈玮

多种形式宣传食品安全

“在购买保健食品时，一定
要通过正规渠道，不要被虚假宣
传蒙蔽，看清楚后再购买。”在中
润时代广场的门口，商河县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
在耐心地给市民讲解着购买保
健食品时应该注意的事项。

像这样的宣传活动，他们每
个月都会开展。商河县食药监局
的工作人员说：“食品安全与市
民健康息息相关，是最直接最现
实的民生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
样的宣传活动让大家认识食品
安全的重要性，共同维护好食品
安全消费环境。”

据了解，为了加大宣传工作
力度，商河县食药监局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的公益性科普宣传教
育活动。充分利用“食品安全宣
传周”、食品药品安全知识进集
市、进社区、进公园、进工地、进
校园活动等平台，将当前社会关
注的焦点、热点问题制作成宣传
材料，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
张贴宣传画、海报等多种形式开
展宣传活动，帮助广大群众掌握
食品药品安全知识。

在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过
程中，商河县食药监局的工作人
员发现市民的食品安全意识正
在逐步增强。市民王女士说：“之
前不太懂，通过工作人员的解
说，我们知道了一些平时忽略的
问题，之后一定注意。”商河县食

药监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希
望越来越多的市民重视食品安
全问题，大家只有懂了食品安全
知识，才能在平时注意防范。”

宣传食品安全知识也是发现
问题的一个机会，商河县食药监局
会针对市民群众反映强烈、严重扰
乱食品药品市场秩序的突出问题、
重点产品，集中力量开展专项整
治，逐步健全现场检查、问题核查、
动态监管、随机抽检、明察暗访等
立体风险防控体系。在食品安全方
面，先后开展了低劣红酒专项检
查、流通餐饮领域肉制品专项检
查、肉制品加工企业专项整治、打
击走私肉制品专项整治、“四小”专
项治理等多项专项活动。

新《食品安全法》实施 网购食品要慎重

10月1日，被称作“史上最严
食品安全法”的新的《食品安全
法》开始颁布实施。商河县食药
监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接下
来的宣传重点就是新的《食品安
全法》了，这次的食品安全法改
革增加了不少内容，很多网购

、保健品等市民关心的问题，
《食品安全法》中也有了规定。”

据商河县食药监的工作人
员介绍，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
展，电子商务逐渐走进普通群
众的生活，网购食品正在成为
购物的首选，但相应的食品安

全法却没有相应的规定，在新
实施的食品安全法中，网售食
品、保健品、婴幼儿奶粉等都纳
入其中。其中，网售食品必须

“实名制”，新食品安全法规定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
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
实名登记。消费者合法权益受
损，可以向入网食品经营者或
生产者要求赔偿。

商河县食药监的工作人员
说：“网购成为一种时尚，新的

《食品安全法》也有了新的政策，
但是市民在网购过程中还是要

慎重，一定要看好网店的相关食
品经营许可信息，食品的生产日
期、保质期等内容。并保存好相
关的凭证。”

除此之外，新的《食品安全
法》中，明确表明了保健品需声
明“不能代替药物”、对婴幼儿配
方乳粉实行注册管理等内容。商
河县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说：

“新的《食品安全法》是我们维护
食品安全的法律武器，希望越来
越多的市民去了解它、认识它。
发现违法行为，及时举报，用法
律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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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河县怀仁镇中心小学

学学校校老老师师自自主主研研发发““花花棍棍儿儿舞舞””
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校本课程开课后

学生把上学当乐趣

学校要真正打造出有个性的
亮点，唯一的出路就是打造课程文
化，目前怀仁镇中心小学已把校本
课程的开发列为学校课程管理计
划，积极挖掘适合自己学校特色的
校本课程。

校本课程是国家课程、地方课
程的延伸，是各科教学的有机组成
部分。“校本课程中的课程设计都
是老师们根据自己的特长开设，制
定授课内容，之后再由各班班主任
组织选修课程推荐会。”学校王老
师说，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选择相应的科目进行报名，“因为
时间定在每周三的下午，因此也被
称为‘快乐周三’。”

据王老师介绍，目前怀仁镇中
心小学已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了四
大门类、22个科目的课程供学生自
主选择。其中包括音乐、舞蹈、篮
球、剪纸、梦想剧场、鼓子秧歌等。
据了解，2015年怀仁镇中心小学足
球队代表怀仁镇参加商河县比赛
联赛荣获四等奖。

为了让学生们选择适合自己
的科目，怀仁镇中心小学还聘请了
专门的老师来授课。“我们学校没

有教儿童画的老师，但是却有很多
学生对儿童画抱有很大的兴趣。”
学校李老师说，小学阶段的学生兴
趣爱好一般都没有方向性，“因此
学校专门聘请老师来授课，满足学
生们的需求。”

怀仁镇中心小学还借助济南
市非物质遗产进校园活动的东风，
积极推进鼓子秧歌走进校园，供学
生们进行学习。并且学校老师在鼓
子秧歌的基础上还自主开发了花
棍儿舞。“现如今学生们已经把上
学当成了一种乐趣，并且无比盼望
着周三下午的到来。”学校李老师
说。

据了解，花棍儿舞是流传于商
河县东八里庄一带的一种特有的
民间艺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传至
怀仁镇，九十年代开始走进校园，
2011年成为怀仁镇中心小学校本
课程。

课堂教学改革

取得阶段性成果

2015年以来，怀仁镇中心小学
先后组织骨干教师多次外出学习。
通过外出学习了解到，教师要确立
全面服务于学生的学习方式，怎样
学就怎样教，并且还要激励学生，
努力完成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

要让学生理解、探究现成的结论。
在此基础上，学校还要确定课

堂改革试验的方向，以“既要学会
知识，又要培养能力”为目标，从

“先学后教”入手，努力抓好课前有
效预习。全力推行“小组互助合作
学习”方式，鼓励引导学生敢于展
示、大胆质疑，构建师生、生生平等
交流、多维互动，创建具有生命发
展意义的课堂教学模式。

为此，学校特别建立了课改领
导小组，明确小组内各成员职责，
制定课改计划和制度。开学初，新
纳入姜卫卫、郑金玉、郭晓燕、王
艳冬等 1 0名年轻教师加入课改
团队，引领青年教师积极参与课
堂改革。到目前怀仁镇中心小学
课改实验团队已发展到18人，骨
干教师充分发挥带头作用，依据
学校《课改工作实施方案》，进行了
积极有效的实践探索，取得了阶段
性的成果。

在全体教师和课改团队老师
的齐心协力下，学校教学模式已有
雏形。与此同时学校还完善课改评
价激励机制，培树典型。每学期，学
校对教师课改情况进行量化考核，
纳入对干部、教师的业务考核，作
为教师评先树优的前提条件，评选
课改先进个人，对其进行表彰奖
励。

怀仁镇中心小学是一所拥有1100名学生、县域内规模较大的农村小学。2012
年，怀仁镇中心小学异地新建投入使用后，办学条件、教育环境都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改善。近年来，学校为进一步建立起新型、高效的课堂教学模式，先后通过

“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进行了课程、课堂教学改革，目前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太极学堂。

董理霞老师执教县级公开课。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慧 通讯员 杨佃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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