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部门联手打响“餐桌保卫战”
菏泽2012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开展“五进”活动，共同打造“安全”餐桌

本报菏泽6月11日讯(记者
董梦婕)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
为先。”11日上午9时，菏泽市暨开
发区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
菏泽市牡丹广场举行，从6月11日
至6月20日，菏泽市、县、乡三级联
动，与全国同步开展以“共建诚信
家园，同铸食品安全”为主题的食
品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周期间，农业局、畜牧局、
水产局、商务局、经信委、卫生局、
科协、质监局、粮食局、食品药品监
管局、工商局将集中开展食品安全
系列主题活动，扎实开展“食品安
全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村、进企
业、进机关”活动，致力营造全社会
共同参与的食品安全氛围。

“当前，食品安全已成为社会
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各部门要

建立长效机制，把食品安全宣传
列入各级食品安全工作的考核范
围。”菏泽市副市长李法洪指出，
近几年，菏泽市采取了一系列扎
实有效的措施加强食品安全监
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食品安
全形势依然严峻，个别环节问题
还比较突出，各级各部门要扎实
推动食品安全宣传活动进社区、
进学校、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
努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食品产业被称作良心产业，
启动仪式上，山东华英食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克发代表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宣读诚信倡议书，向社
会公开承诺食品安全。

随后，记者从菏泽市食安办了
解到，为确保市民饮食安全，2012

年全市食品安全工作将继续深化

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
农药兽药残留、畜禽屠宰、调味品、
餐具及食品包装材料、学校食堂等
专项整治，同时加大违法犯罪活动
打击力度，对重点案件挂牌督办。

菏泽市食安办工作人员介
绍，今年将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加强监测结果的综合分析和
评估预警。对分析表明可能具有
较高程度安全风险的食品，结合
季节、环境因素和人群消费特点，
及时通报有关监管部门和发布警
示信息，为食品安全监管和应急
处置提供技术支撑。

牡丹区同时举行食品安全
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并设立宣
传点，现场讲解辨别假冒伪劣商
品的方法。

通讯员 吕洪乾 李艳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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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菏泽绿线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 证 副 本 ( 注 册 号 ：
372901797326883)丢失，
声明作废。

★菏泽三友汽车
维修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 副 本 （ 号 ：
371729200006662）丢
失，声明作废。

“同学们，你们知道怎么辨别合格食品吗？如果想身体健康，放学后，尽量不要在无证摊贩处就餐或
购买食品，不吃来历不明的可疑、变质、外包装标识不全或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6月11日上午，全市
食品宣传周启动仪式结束后，菏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走进菏泽开发区广州路中学，向师
生讲解食品安全知识，将食品安全知识送进校园、送上课堂。

菏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相关工作人员结合近年来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的典型案例
进行深入剖析和讲解，引导学生拒绝“垃圾食品”，不购买和不食用不安全、不卫生的食品，自觉抵制假冒
伪劣食品和“三无”食品，并最终通过学生，将食品安全意识延伸到家庭和社区。

图为菏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人员向学生讲解食品安全知识。
本报记者 董梦婕 摄影报道

孩子，“三无”食品千万不能吃

本报菏泽6月11日讯(记者 李贺) 人
们每天的食物，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直接来源
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状况
如何，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乃至
生命安全。11日10时许，菏泽市农业局工作
人员来到佃户屯办事处双庙社区的蔬菜大
棚基地，向农民们介绍如何科学使用农药和
识别合格农药，以确保食品“一出生”就是安
全的。

“如果农产品质量安全出问题，生产经
营者就是第一责任人。”菏泽市农业局质检
科科长郭排军在开发区佃户屯办事处双庙
社区的田间向农民们介绍农产品相关法规。

此外，针对当地蔬菜大棚种植黄瓜多
的情况，工作人员还向农民传授无公害黄
瓜栽培技术。

“农民朋友购买农药时必须要做到‘三
看’，一看标签，二看外观，三看质量。”郭排
军拿着一张明白纸讲解道。

“通过这些年的宣传，和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一系列整治行动。农民对农药知识的
了解增多，使用违规化学农药的情况比前
几年少多了。”郭排军说。

“从源头保障餐桌食品安全”
菏泽食品安全宣传走到田间，确保食品从地头到餐桌的安全

记者了解到，佃户屯办事
处双庙社区的蔬菜大棚基地
是一处农业标准化基地，在这
里农民种地用有机肥。“建设
标准化基地一直是农业发展
的重点，现在菏泽市农业标准
化基地1 1 0个，总面积280万
亩。”菏泽市农业局质检科科
长郭排军说。

农产品由普通产品向无
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
食品转变。“三品一标”就是指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
机食品、农产品地里标识产
品。“这些食品实施全程质量
控制，农业基地到成品，整个
生产过程均设立了严格的技
术标准监控要求，为广大消费

者的食品安全提供了有效保
障。”郭排军说。

截至2011年底，菏泽市种
植业“三品一标”有效使用标
志企业单位68家，产品145个。
其中，无公害农产品81个，绿
色食品63个，登记农产品标识
单位产品1个。

“菏泽市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测中心已于去年建成并开
始运转，每逢重大节日就会对
农产品进行抽检。此外，县级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站已经
开始筹建。”郭排军说，在近几
年的农产品质量例行监测中，
菏泽市农产品抽检合格率达
到98%以上。

(记者 李贺)

菏泽有145个“三品一标”农产品
农产品向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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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菏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商务局、粮食局等
多部门在牡丹广场举办宣传咨询活动。市民与食品专家零距
离接触，了解、咨询食品安全知识。记者对市民较关注的问题
进行梳理，并咨询了相关部门。

外出就餐应选择持有有
效《餐饮服务许可证》(或《食品
卫生许可证》)的合法经营的餐
饮服务单位，尽量选择食品安
全信誉度较高(如量化分级管
理A、B级)的单位就餐，不要在
无证照的大排档或食品摊贩
处就餐。在就餐过程中，注意观

察食品新鲜度，餐具是否经过
消毒，经过消毒的餐具表面必
须光洁、干燥，无油渍、水渍，无
异味。不要吃违禁食品(如毛
蚶)，少吃或不吃生食水产品，
注意索要和保存消费凭证，一
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应及时
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联系。

1、外出就餐应该注意什么？

挑选蔬菜别光看卖相，
根的农药最多，其次是茎部，
最后是叶和果实。常吃的蔬
菜中，鸡毛菜、菠菜、小白菜、
韭菜、花菜、花椰菜、芥菜等
含农药较多。相比之下，生
菜、空心菜、番茄、辣椒、青
椒、毛豆和葱等农药污染略
轻。长在土壤里的萝卜、胡萝
卜、洋葱、土豆以及野生野长
的竹笋、马兰头等含农药最
少，而人工培育的发芽豆、黄
豆芽、绿豆芽一般不含农药。
最好到经过农药检验的超市
或正规菜场买菜，选购时先

用鼻子闻一下，是否有残留
农药味。

洗菜时第一步应该剥去
蔬菜外层，因外层叶子上残
留的农药比里面的多。第二
步洗去表面的污垢后，放在
清水中浸30分钟，这样可减
少农药总量约1/3。把浸泡过
的蔬菜放在沸水中焯1-2分
钟，蔬菜中农药的降解率可
达90%以上。但蔬菜的浸泡时
间也不宜太久，时间过长会
浸烂蔬菜，农药会被重新吸
收，也会损失蔬菜中的营养
成分。

2、如何选择农药少的蔬菜？

果皮中抗坏血酸通常比
果肉中含得多。从获取抗坏
血酸角度讲，水果带皮吃好。
但考虑水果在采摘前可能被
喷打农药、采摘后利用化学
方法人工催熟或为了储藏保
鲜进行表皮上蜡，以致造成
水果表皮的污染，最好还是
削皮吃。

食用水果前浸泡清洗。
要尽可能将水果清洗干净，
通过表面清洗能有效减少农
药残留。可以选择水果专用

洗涤剂或添加少量的食用碱
浸泡，然后用清水冲洗数次。

食用前要削皮。农药残留
主要集中在水果的表皮，由于
很多农药不溶于水，简单浸泡
还不能解决，削皮以去除水果
表皮中的农药残留。

饭后不能立即吃水果，
宜在饭后两小时或饭前一小
时吃；吃水果后要漱口，否则
容易造成龋齿；短时间内也
不能吃过多水果，否则会很
伤身体的。

3、水果带皮吃好还是削皮吃好？怎样吃科学？

一看：看透明度，看色
泽。颜色发暗，比较混浊，且
有沉淀物，低温易凝固的可
能是地沟油。检测窍门一是
给冰棍上倒上一点油，油很
快凝固并附着在冰棍上，则
很可能是地沟油做成的。窍
门二是玻璃上倒上一点油，
如果油流的很慢，则可能有
问题。二闻：每种油都有各自
独特的气味。可以在手掌上
滴一两滴油，双手合拢磨擦，
发热时仔细闻其气味。有臭
味的，呈淡淡哈喇味的很可
能就是地沟油。三尝：用筷子
取一滴油，仔细品尝其味道。
有异味的油可能是地沟油，
含地沟油的油炒菜不香，残

油渣呈黑炭状。四听：取油层
底部的油一两滴，涂在易燃
的纸片上，点燃并听其响声。
燃烧不正常且发出“吱吱”声
音的，水分超标，是不合格产
品；燃烧时发出“噼叭”爆炸
声，表明油的含水量严重超
标，而且有可能属假劣产品。
(记者 董梦婕 李贺 整理)

4、“地沟油”有没有简便鉴别方法？

食品安全周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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