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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氰化化物物超超标标，，白白酒酒成成““毒毒酒酒””
我省抽检出22批次不合格酒，12批次含违禁甜蜜素

砸砸近近两两亿亿抽抽检检食食品品，，定定期期曝曝光光
我省食品安全监管变思路，重视问题发现率

白酒中检出禁用“甜蜜素”，酱腌菜中防腐剂超标，山楂片霉菌超标……4日，
省食药监局通报新一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对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已责令企
业及时采取下架、召回等措施。

据悉，今年8月-9月，省食药监局在食
品生产环节对蔬菜制品、水果制品、水产制
品、饮料、调味品、食糖、酒类、食品添加剂
等10大类2273批次的食品进行了监督抽
检。其中抽检项目合格的产品2217批次，
不合格产品56批次，合格率97 . 54%。

在不合格产品中，酒类有22批次产品，
其中，12个批次产品被检出禁用的甜蜜素。
据专家介绍，甜蜜素是食品添加剂中甜味
剂的一种，对人体基本上没有营养价值，只
作为糖的代用品，来增加食品的甜度。一些
生产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口感，在产
品中添加甜蜜素，如果经常食用甜蜜素含
量超标的产品，会因摄入过量，对人体的肝
脏和神经系统造成危害，严重可致癌。甜蜜
素在酒类中属于不得检出项目。

除了甜蜜素，标称苍山县庄户坊酒业有
限公司生产的老庄户酒中竟然检出氰化物

（以HCN计）超标。如此剧毒的物质是如何
进入白酒的？业内人士介绍，这与白酒的酿
造工艺有关，但更多的是生产者的“精打细
算”、“偷工减料”所致。白酒中的氰化物通常
来自原料，如用木薯、野生植物根茎直接酿
酒，在酿酒过程中会产生氢氰酸，导致氰化
物含量超标；或是一些勾兑的低档酒，使用
了氰化物含量超标的木薯食用酒精造成的。

白酒加甜蜜素增加口感

在老百姓最关心的
食品安全领域，“十三
五”规划从顶层设计上
做出了调整，把食品安
全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
高度。“十三五规划要求
建立严密高效、社会共
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
系，而食安治理的过程
就是一个打建并举的过
程。一方面对不合格企
业严惩重罚倒逼其自
律，另一方面抓品牌创
建，鼓励好企业示范引
领。”山东省食安办、食
品药品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作为中国第一
食品生产大省，山东正
在努力探索。

“从我这出去的每一批苹果都有‘身
份证’。”在荣成市华峰果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岳建东顺手拿起一个苹果，用手机一
扫，有关这个苹果的基地、浇水、施肥、农
药、检测、负责人等生产环节信息一目了
然。这源于华峰果品建立的信息化可追溯
系统。他们为每株果树、每部农业机械、每
瓶农药、每个工人，乃至每项包装材料都

编制了固定的身份信息，通过用信息化手
段串联起生产的每个环节，实现了一个苹
果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追踪记录。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的蔬菜、肉类产量连
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食用农产品安全的管控
是食安山东建设重点。如何从源头上管控果
蔬、肉制品、水产品安全，各地纷纷探索从生产
最前端着手，拆除威胁食品安全的“炸药包”，

并已经有了尝试并积累了先进经验。在安丘苯
荪子镇的一些大姜基地，沂源悦庄的菲菜基
地，莱州、蒙阴、莒县等地的苹果种植基地，眼
下正通过广泛使用一种防虫网技术有效降低
蔬菜的用药量和药残。据省林业厅研究员、著
名林果专家张繁亮介绍，这种防虫网覆盖栽培
是一项增产实用的农业新技术，可有效降低果
蔬发病率，大幅减少化学农药的施用。

源头管控 手机一扫，苹果全程可追溯

本报记者 李钢

在不合格产品中，蔬菜制品有11批次
不合格，其中，防腐剂超标是常见问题。

通报显示，标称潍坊润宝通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的辣强仔盐渍萝卜、标称寿光市
昌达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老陈菜（腌大头
萝卜）、标称苍山县陈桥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地锅老咸菜、标称莒南县九九圆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五香玫瑰（酱腌菜）和香辣芥
丝(酱腌菜）、标称山东味美斋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的麻仁金丝1批次、香乳瓜1批次，共
7批次样品均为防腐剂（苯甲酸、山梨酸及
对羟基苯甲酸乙酯）不合格。

专家提醒，食品中添加防腐剂过量，不
仅会破坏食品中所含有的维生素B1，还能
使钙形成不溶性物质，影响人体对钙的吸
收，同时对人的胃肠有刺激作用。

此外，在调味品中也有不少产品被检
出苯甲酸以及糖精钠、甜蜜素等添加剂超
标。例如，标称山东德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德澳香醋（酿造食醋）中糖精钠超标；标
称泰安亨得利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精酿陈
醋中苯甲酸、总酸不合格；标称梁山县恒隆
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好味鲜黄豆老抽
中苯甲酸及其钠盐超标；标称冠县昊源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农庄甜面酱中糖精钠、
甜蜜素超标。

酱腌菜防腐剂超标较多

在不合格产品中，还有12批次的水果
制品，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菌落总数超标。

通报显示，标称青州市国丰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的山楂片（干片）、标称青州市王
坟文茂食品厂生产的山楂片（干片），共2批
次样品均为菌落总数超标；标称青州市丰
源食品厂生产的山楂片（干片）中菌落总
数、霉菌超标。

专家介绍，菌落总数反映食品在生
产过程中是否符合卫生要求，菌落总数
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食品卫生质
量的优劣。菌落总数严重超标，会破坏食
品的营养成分，加速食品的腐败变质，使
食品失去食用价值。消费者食用微生物
超标严重的食品，很容易患痢疾等肠道
疾病，可能引起呕吐、腹泻等症状，危害
人体健康安全。

还有一部分水产品被检出菌落总数超
标，分别是标称山东美佳集团有限公司生
产的风味带鱼、标称青岛农心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的海带丝、标称沂水优特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的海带丝，共3批次样品均为菌落
总数超标。

此外，标称夏津县福达园食品厂生产
的酥皮五仁月饼中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超
标。

山楂片菌落总数也超标

夏津县鲁夏酒厂生产的浓香
型白酒
禹城市大禹酒业有限公司生
产的糖城特曲酒
山东洛北春集团有限公司生
产的十年陈酿
山东醉一斗酒业有限公司生
产的九粮芝麻香白酒
山东绿洲醇食品公司生产的
绿洲醇浓香型白酒两批次
山东沾化金爵酒业有限公司
生产的金不倒（白酒）
山东省博兴县中天酒业有限
公司生产的中天玉液（白酒）
山东博山老酒工原酒厂生产
的原山人家生态白酒(38%vol)

和原山人家世纪经典白酒
(38%vol)

海阳市地雷战酒厂生产的地
雷战酒42%vol两批次

据省食药监局网站

白酒甜蜜素超标

共12批次

考核更严 不片面追求合格率，有问题的多抽检
近日，食安监管部门曝光了有关黑鱼、海

参等水产品药残超标的信息，涉及银座、沃尔
玛等一批知名商超，再度引发民众对食品安
全的关注，同时让人看到食安监管部门，正以
前所未有的力度主动出击、打出重拳。

“此前对食药品监管部门只考核食品药
品质量合格率一个指标。实际执行中，为了提
高辖区抽检合格率指标，很难避免抽检偏差，

比如，抽检样品的代表性、区域性等。今年起，
省食药监系统对考核指标做出调整，不仅考
核抽检产品合格率，还考核问题发现率、发现
问题处置率、食品抽检信息发布率三个指
标。”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综合处处长王立河告
诉记者，尤其是问题发现率，可以充分体现食
安监管的问题导向。

“我们明确提出，谁发现问题越多，说明

谁做的工作多、研究问题细，应该鼓励执法人
员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片面追求
抽查合格率。”王立河表示，考核指标调整后，
就将执法人员引导到主动发现企业薄弱环节
和漏洞上来，治理思路也就有了。“可以让监
管更具针对性，有问题的多抽，没问题的少
抽，只有发现问题越多才能找出问题产品，进
而找出根源，然后采取专项整治等措施。”

信息透明 高频曝光成常态，合格不合格都发布
细心的消费者会发现，无论是国家食药

总局的抽检，还是各省市、各地市，食品抽检
信息发布非常频密，这正是政府加大抽检力
度的体现。

“国家总局一般每周二定时发布，山东省
食药局周三发布，各市县发布没规定具体时
间，但规定必须建立发布平台，什么产品什么
项目不合格，都要直接点名。”王立河介绍，所
抽产品不管合格与否都要发布，目的是让公

众知道哪些安全，哪些不安全。不安全的发布
后，形成市场压力，很多就自动消失了，形成
良币驱逐劣币的环境。

记者了解到，今年仅省食药监局发布的
食品抽检信息就已达25期，均实名发布，出问
题的品牌商超一概不回避。

据王立河介绍，我省财政每年在食品抽
检上的经费2013年为1 . 4亿，2014年为1 . 6亿，
今年达到1 . 8亿，每年都在以近10%的速度增

长，这在经济下滑、政府财政收入受影响的情
况下仍能实现，可见政府对食品安全的重视
力度。

今年列入创建食品安全试点城市试点
的潍坊、青岛等 5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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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两月前抽检

现在才发布结果

不少消费者问，为何发布的都是两个月、
三个月前的食品抽检结果？如此一来，问题产
品不早就流向餐桌吃进肚子里了吗？

对此，省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政府
的食品监督抽检不是简单从市场上买过来
检，而是有法定的程序和具体的办法。“就抽
检过程来说，不同于快检马上出结果，实验室
检验检测做不到，抽样到进入实验室有个时
间，实验室里出结果又有一段时间，结果出来

后核实确认也有时间要求。如果被抽检者对
结果不认可，可以申请复检，等这些都处理完
了才能公布。”

此外，从检测本身来说，往往需要检多个
项目，每个都需要时间。像微生物指标还要培
养，一般是7天甚至更长，这个指标结果没出
来，即使其他的检完了，检测报告也不能出。
所以信息发布相较于抽检肯定是滞后的。

本报记者 马绍栋 张鹏飞

食安科普

本报记者 马绍栋 张鹏飞

奔向好日子
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山东在行动

十三五规划
建议原文

实施食品安全战
略，形成严密高效、社
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
理体系，让人民群众
吃得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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