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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守护“舌尖安全”，聊城加快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步伐

真真正正让让人人民民吃吃得得安安全全、、吃吃得得放放心心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尚磊 王成

9月26日上午，聊城市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动员会召开。记者了解到，聊城市被列为2018年省级食品安全城市创建单位，创建周期两年。
根据市委、市政府研究部署，2018年——— 2019年，市级争创省级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范围含东昌府区、开发区、高新区、度假区。聊城市委副书
记、市长宋军继在讲话中指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深入开展省级食品安全城市创建工作对于全面提升食品品安全监管水平，确保广大
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助推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上，东昌府区政府、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委会、市农委、市食药监
局主要负责人作了表态发言。

◎加快创建步伐

让人民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记者了解到，2017年9月，山东省政
府印发《关于餐饮质量安全提升工程的
实施意见》，要求到2020年，全省所有市、
县都要创建成为省级以上食品安全城市
和先进县。截至目前，我省已有济南、青
岛、烟台、潍坊、威海5个国家食品安全城
市；淄博、泰安、日照、德州、滨州等5个省
级食品安全城市。2017年东营市、菏泽市
开始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今年接受
省里的验收。今年，省食安办批准聊城、
临沂、枣庄、济宁、莱芜5市创建省级食品
安全城市。

聊城市委副书记、市长宋军继讲话
中指出，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是一项
得民心顺民意的重大民生工程，食品安
全关系千家万户，关系广大群众的身体
健康，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习近平总书
记曾说过：“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
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
的重大考验；确保食品安全是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之
责。”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
新期盼日益提高，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社
会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各级各部门要把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作为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实施食品安
全战略，扎实开展省级食品安全城市创
建工作，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注和期盼
的食品安全问题，真正让人民吃得安全、
吃得放心。

“食品安全既事关民意民生，也事关
一个城市的对外形象。如果我们能把聊
城变成食品安全的净土，把‘食安聊城’
这张名片打出去，无论对聊城市的民生
保障、经济发展等长期工作，还是对招商
引资、招才引智、返乡创业、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等具体工作，都将产生极其深
远的影响。”宋军继指出，创建省级食品
安全城市是食品产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
求，聊城市作为农业大市，经过近年来的
不懈努力，农副产品加工行业已成为全
市的传统支柱产业之一，全市食品安全
形势也总体稳定向好。但是要清醒地看
到，当前全市食品产业还存在不少问题，
比如，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程度还较低，
监管对象多、小、散、乱；品牌创建仍处于
起步阶段，有影响、叫得响的品牌不多；
监管基层基础工作依然薄弱，检验检测
能力明显不足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
增加了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的潜在风险，
也制约了食品产业健康发展。此次创建
省级食品安全城市，无疑为聊城市更好
地督导企业严格落实质量主体责任，加
快推进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提高食品

产业集约化、标准化和品牌化水平，推动
食品产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带来了难
得的机遇、注入了新的动力。

◎强化源头治理

严守食品安全第一道关口

记者了解到，根据省级食品安全城
市创建标准要求，聊城市委市政府印发
了《聊城市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工作
方案》，明确了6类30项工作。

方案要求，强化源头治理，严守食品
安全第一道关口。抓好农业投入品管理，
各级各部门在下一步工作中，要从田间
地头抓起，从投入品和饲料抓起，从添加
剂和生产环境抓起，严格落实控肥、控
药、控添加剂等管控措施，严厉打击农药
兽药残留超标、非法添加激素类药品或
其他违禁物质等违法违规行为。严格执
行农药兽药经营告知制度，全市范围内
严禁销售使用高毒、剧毒农药。严格落实
食品添加剂备案制度，监督指导食品生
产加工企业正确使用食品添加剂，严禁
利用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食品。食品药
品监管、农业、水产、畜牧兽医、林业等部
门着力加大抽检频次，确保食用农产品
抽检监测总体合格率达到96%以上。

严格执行生猪定点屠宰各项规定，
严厉打击私屠滥宰行为，防止病毒肉、注
水肉、瘦肉精肉、劣质肉流入市场。建立

病死畜禽及不合格农产品无害化处理机
制，确保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加强外来初级农产品入市监管，
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对农贸市场、农产品
集散中心等市场开办者，通过检验、查验
等手段严把入市关口。要实施严格的退
市制度，通过协议退市等机制，及时将供
应不合格产品的供货方、出现违法销售
行为的摊户退出市场。要实施信息通报
制度，及时将不合格产品、违法销售行为
信息向社会公示。

◎强化专项整治

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宋军继在讲话中指出，强化专项整
治，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整
治的重点区域包括：批发市场、农贸
市场、大中型商场及连锁超市、食品
供货商、城乡结合部以及学校、旅游
景区、车站、医院及其周边等。整治的
重 点 问 题 包 括：非 法 添加非食用物
质、滥用食品添加剂、农兽药残留超
标、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私屠滥宰、食
品广告虚假宣传、伪造生产日期等。
整治的重点品种包括：肉及肉制品、
水产品、果蔬、乳制品、豆制品、食用
油、保健食品、五毛小食品、酱腌菜、
散装食品等。

各县(市区)要针对本地突出问题

和薄弱环节，组织专门力量，有针对性
的开展好专项整治。加大“三小”行业
整治力度，对于老旧街道、学校周边
等，要抓紧完善服务配套设施；对于新
建小区要搞好规划设计；对“三小”以
及城区早晚市、流动菜(果)贩等，要进
行 综 合 治 理 ，确 保 监 管覆盖率达到
95%以上。继续深入推进“食安山东”
品牌引领行动和品牌农产品建设，创
建一批放心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放心食品生产加工基地和知名大型餐
饮企业，打造一批餐饮安全示范街区、
示范学校食堂和示范店，挖掘、保护和
发展好一批餐饮老字号和地方名吃，
推出放心品牌榜，提振公众消费信心。

记者了解到，省级食品安全城市
创建分为动员部署、全面推进、考核评
价、公示命名四个阶段，从现在开始到
2019年年底结束。按照方案要求，各县
(市区)要切实加强对创建工作的组织
领导，着力加大政策支持、资源配置和
投入保障力度。要落实好食品安全属
地管理责任，明确各方职责、层层传递
压力，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着力点
放在基层，打通监管工作“最后一公
里”。各级各部门要实行“一把手”负责
制，一把手亲自过问、靠前指挥，分管
领导要主动担当、靠上去狠抓落实，采
取“自上而下推动，自下而上创建”的
方式，形成市、县、乡(镇)、村四级联创
格局。

26日上午，聊城市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动员会召开。

以“全域水城”建设带动全域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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