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展专项整治

围绕六大领域“出击”

年初的时候，烟台召开了
市食安委全体(扩大)会议，对全
年食品安全监管、国家食品安
全城市创建、“守护舌尖安全”
整治行动等重点工作进行了研
究部署，市政府与各县市区政
府签订了食品安全责任书，确
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根据整治行动总体方案，
烟台及时开展了农兽药使用、
肉及肉制品、病死禽畜无害化
处理、集体用餐、餐饮具集中消
毒单位和农村食品安全等六大
领域的专项整治，同时立足本
地实际，针对屡打不绝、屡禁不
止和安全隐患多、易引发系统
性风险的重点难点问题，还组
织开展了韭菜、葡萄酒、食用植
物油、水产品等专项整治。

在农兽药使用方面，主要
农药，兽药、饲料、水产品方面
等围绕四大方面开展整治。对
兽药、饲料生产经营企业实行
每月检查，确保生产经营环节
安全可控，同时对各类畜禽养
殖场实行兽医监管制度，建立
并规范养殖档案。开展“三鱼两
药”整治。针对海参、海参苗种
及大菱鲆开展质量安全专项整
治行动，以近年来违禁药物和
有毒有害物质检出率较高的品
种和区域入手，严厉打击违法
使用硝基呋喃等禁用渔药、非
法使用饲料添加剂等行为，对
生产、用药和销售记录不全的
责令整改。

严查无“两证两章”肉

着力完善追溯体系

肉奶蛋禽是市民生活的重
要食物，作为排在首位的肉，更
是市民餐桌的重要营养物质。
为了保障市民吃到放心肉，烟
台市食药监等相关职能部门围
绕肉及肉制品开展了一系列检
查，追踪溯源，从源头上保证食
品安全。专项整治期间，全市共
出动执法人员11200多人次，检
查生产经营单位4500多个次，查
处假劣兽药案件1起，生猪私屠
滥宰案件4起，未发现加工、经
营病死畜禽肉等违法行为。

以肉制品加工小作坊、集
贸市场、超市、肉食店、餐饮服
务单位、学校食堂为重点场所，
深入排查生产经营企业索证索

票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严查
无“两证两章”肉(动物检疫合格
证、肉制品质检验合格证，动物
检疫合格印章、肉品品质检验
合格印章)、腐败变质肉、病死畜
禽肉等。

着力完善追溯体系。在养
殖和屠宰环节重点开展了兽用
抗菌药经营使用、“瘦肉精”、饲
料及饲料添加剂等专项整治工
作；生产加工环节严查企业原
料肉来源，核对库存原料肉与
企业进货查验记录、动物产品
检疫合格证及进货发票登记批
次是否一致等情况；食品流通
环逐户排查经营者仓储场所，
确保原料进货渠道正规、合法。

病死禽畜无害化处理方
面。组织各乡镇兽医站技术人
员对辖区内的畜禽养殖场(户)
实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对
全市畜禽养殖、屠宰、加工、经
营和运输等各环节全面开展

“拉网式”排查，不漏一村一场
一户，不留死角。截至目前，共
出动执法人员3500多人次，检查
生产经营单位1208个，查处案件
13起，取缔私屠滥宰点1处。

400余户小饭桌备案

抽检49家集体用餐单位

在集体用餐方面，主要围
绕学校食堂、小饭桌、集体用餐
单位抽检等三大内容展开。加

强学校食堂监管，制定学校食
堂食品安全监督检查计划，推
进“四查”制度落实，实行学校
自查报备、各基层监管所季度
检查与市级主管部门飞行检查
相结合的模式，其中市级督导
抽查学校和幼儿园食堂150多
家，提出整改意见220余条，并全
部监督整改到位。

加强小饭桌整治。通过全
面摸底排查，切实掌握监管对
象底数，对存在问题的小饭桌
经营者提出整改要求并监督整
改到位，对未办结证照的单位
实行关停。目前已办结小饭桌
备案证400余户，全部在市食药
监局网站和各学校门口进行了
公示。

组织开展了集体用餐单位
食品抽检。结合往年食品抽检情
况开展了重点品种以及学校幼
儿园、企业食堂等风险程度较高
单位的抽检，同时开展监督检
查，共抽检49家集体用餐单位，
共计12个品种、654批次。

餐饮具集中消毒方面。组
织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
卫生知识培训，签订了安全承
诺书，建立了餐饮具卫生安全
的诚信制度，完善了日常监督
档案。目前，全市累计出动执
法人员4 0 0余人次，检查餐饮
具集中消毒单位30余家，采封
样品4 8 6套，下达卫生监督意
见书20余份。

完善网格化管理

净化农村食品消费环境

农村食品安全方面。根据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五部门关
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食品安全治
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制定下发
了《关于开展农村市场食品安全
专项行动的实施意见》，把农村
食品安全整治工作作为今年的
一项重点任务，加大问题隐患处
置和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全面
净化农村食品消费环境。

严把准入关口，对农村市
场食品生产经营业户进行全面
排查和清理，指导和督促市场
主体建立健全进货查验、索证
索票、购销货台账、退(换)货、食
品储存等制度，全面规范生产
经营行为。突出监管重点。以农
村集贸市场、农村小卖部、城乡
接合部、学校周边等为重点区
域，以法定节假日、农村大集为
重点时段，以特殊人群食品、节
日性食品等为重点品种，开展
有针对性的专项整治，全面排
查和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强化日常监管。进一步加强
了食品安全协管员和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员队伍建设，实现了
村级全覆盖。完善网格化管理和
日常巡查制度，落实监管责任，
切实做到“有责、有岗、有人、有
手段”，全面消除监管死角。

各各县县市市区区签签订订责责任任书书
守守护护舌舌尖尖安安全全
烟台查处违法案件2000余起，立案侦办犯罪案件139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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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夏天棋

今年以来，烟台市

按照省里总体部署安

排，把“守护舌尖安全”

整治行动作为食品安全

监管和国家食品安全城

市创建工作的重要抓

手，始终保持打击食品

安全违法犯罪高压态

势，消除了一批安全隐

患，查处了一批违法案

件，有力保障了百姓的

饮食安全。截至目前，全

市“守护舌尖安全”中，

共查处违法案件2000余

起，立案侦办犯罪案件

13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73名，涉案价值6000多

万元。

执法现场。 本报记者 秦雪丽 摄

悦悦悦悦泰泰泰泰水水水水产产产产：：：：
打打打打造造造造具具具具有有有有烟烟烟烟台台台台特特特特色色色色文文文文化化化化的的的的海海海海产产产产品品品品

本报11月24日讯(记者 秦雪
丽)“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消费者，
都需要放心安全的食品，而作为企
业，承担的责任更大。”山东悦泰食品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进说，多年来，一
直致力于打造具有烟台特色文化
的海产品，让产品富有更多的情感
文化内涵。

烟台是一个沿海旅游城市，游客
或到外地探亲的本地人，都想给亲友
们带些土特产作为礼物，但选购什么
产品合适？到哪里购买？也成为游客
和市民的困惑，而悦泰专卖店则是一
个好去处。悦泰的熏鲅鲅鱼、蜢子虾酱、
金钩海米、即食海蜇等烟台特色海珍
品不仅价格实惠，口感鲜美，健康安
全，性价比高，而且富有浓郁的地方

文化特色，将海洋文化与饮食文化完
美结合，包装精致有品位，是馈赠亲
朋好友的首选，市民无需东奔西跑，
在悦泰便可一站式选购，目前，悦泰
在烟台和威海都有专卖店。

“鲜美的口感，喜人的中国红，大
大的锅台灶，胶东菜的历史，烟台城市
的介绍……”采访中，记者看到一盒五
香熏鲅鱼被赋予了浓郁的传统文化，
也正因为这种对传统特色文化的追
求，悦泰水产被山东省旅游局、烟台市
旅游局评为“旅游商品研发基地”。

对产品口感的要求，悦泰水产可
谓苛刻。只有新鲜的水产品，才能做
出鲜美的食品，所选用的海鲜都来自
环渤海湾，直接从码头渔船收购，保
证新鲜度，每年的9-10月，李进基本

天天在码头转。生产过程中层层把
关。人员进入工作车间必须严格消
毒，工具必须严格消毒，为保证原
料的新鲜度，水产品的解冻和晾晒
时间都得严格把控。在辅料的选择
上，悦泰水产也很讲究，自己采购
桂皮、花椒、陈皮等食材，然后自己
加工粉碎调配而成。

近年来，山东悦泰食品有限公
司荣获了山东省著名商标、烟台市
消费者满意单位、第七届山东省消
费者满意单位、烟台海参十大品牌、
烟台市海参协会副会长单位，通过
ISO22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QS质量安全认证。产品在山东半岛
及华北地区十几个大中城市树立起
了良好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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