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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身边

酒店蓄水池4年只清理一次
监督人员列出4条不符合规定意见，责令立即整改
文/片 通讯员 王善浩 记者 宋佳

20日，烟台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来到胜利路一
家酒店抽查，发现该酒店有一个30吨的蓄水池，属二次供水单
位。经过检查取证，监督人员列出4条不符合规定的意见，责令该
酒店立即整改。

在酒店工作人员陪同下，市
卫生局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来
到该酒店北侧的地下一层，通往
蓄水池的门敞开着，楼道内堆放
着杂物，上面盖着厚厚一层灰尘。

工作人员指着一个窗口说，这
就是蓄水池。通过窗口可以看到，
蓄水池内池壁满是青苔，岸台阶上
满是灰色的浮沉，池内的水显得很
深，窗口处偶尔有虫子爬出。

从蓄水池外的管道设备走向
来看，该蓄水池并不仅是消防用
水，也是供给高层用户的饮用水，
属于二次供水。在现场有两个连

接管道的水泵，上面挂着写有“高
区生活用水泵”的牌子，但设备上
没有连接二次消毒设施。酒店工
作人员指着一个管道告诉工作人
员，加压泵会把池子里的水抽出，
直接打到8、9楼供厨房使用。

经调查，工作人员列出该酒
店4条整改意见，分别是：高层生
活饮用水和消防用水共用一个蓄
水池、蓄水池窗口没有安全防护
措施、二次供水没有消毒设备、至
今未办理过二次供水卫生许可
证。事后，该酒店部门经理称，一
定会配合部门意见马上整改。

二次供水设施主要为弥补
市政供水管线压力不足，为保证
居住、生活在高层人群用水而设
立的。相比原水供水，二次供水
的水质更容易被污染，二次供水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一直都受到
市民的广泛关注。今后凡是应建

二次供水设施的建设项目，二次
供水设施必须独立设置，工程必
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交付使用。

供水单位应该持有二次供
水卫生许可证，管理人员应该持
有健康证。

自今年重点开展二次供水监
管工作以来，市卫生局卫生监督
所已经对市区14家备案有蓄水池
工作单位一一排查。“这些备案单
位各方面规定执行的很好。”杨秀
英说，现在的重点工作是，对经营
单位中没有备案的可能存在二次
供水的单位进行随机抽查。

市区共十多家经营单位，现
已抽查了五家，目前只有这一家
单位存在严重问题。“争取将市区
所有的未备案可能存在二次供水
的单位都抽查一遍。”杨秀英说。

在抽查过程中，有蓄水池进
行二次供水的单位将重新记录在
案，方便今后监督工作的开展。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记者
苑菲菲) 中华鲟是我国一级保护
动物，但近日有市民发现，在佳世
客超市水产区居然有价格以39元
一斤公开销售的中华鲟。对此，工
作人员解释称是养殖的可以销售，
而中国海监烟台市支队则表示，超
市销售的养殖鲟无相关许可证。

17日下午，记者来到佳世客
超市，在水产区有几条呈纺锤形，
头尖尾长的鱼挤在一个长方形的
玻璃鱼池里，旁边的售价牌上写
着“中华鲟，每500克39元”。

“中华鲟不是受保护动物吗？
怎么能公开销售呢？”一位市民看
到后，忍不住嘀咕起来。面对市民
的疑问，超市水产区工作人员解
释，这些不是野生的，而是养殖
的，可以销售。“旁边还有个饭店
专门做这种中华鲟呢，一条也就
六七十块钱。”工作人员说着还从
水里把鱼捞起来给记者看。

记者了解到，中华鲟因其珍
贵被誉为“水中的大熊猫”，是我

国一级保护动物，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
是不允许出售倒卖的。那养殖中
华鲟是否不在保护范围内呢？

对此，市海洋与渔业局渔业
科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超市中
销售的中华鲟很可能是俄罗斯
鲟，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但凡
进入市场和酒店经营销售的，必
须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
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如果是经
营的，还必须取得经营利用许可
证。

中国海监烟台市支队监察科
工作人员徐先生说，上述证件取得
后，还需要在销售中华鲟的时候一
并向消费者公示，否则涉嫌违法。

那超市是取得了证件没有公
示，还是根本就没有许可证件呢？
记者与佳世客超市企划部门的有
关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对方称，此
事需要向相关负责的主管询问，
暂时无法给予答复。

20日，中国海监烟台市莱山

区大队对佳世客超市进行检查发
现，供货商虽然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
证，但超市却没有取得经营利用
许可证。考虑到这些鱼的存活期

不长，海监部门在责令超市补办
证件的同时，暂未责令停止销售。
此外，超市销售的是一种杂交鲟，
而非中华鲟，在此后的销售中也
不允许再使用“中华鲟”的名字。

超市公开销售“中华鲟”？
海监部门：养殖鲟可以销售，但也要办理相关许可证

◎实地探访

池内壁长有青苔，窗口有虫子爬出

◎部门声音

对未备案单位将全部检查
◎名词解释

何为二次供水？

◎抽样检查

蓄水池4年只清洗了1次
20日上午9点多，烟台市卫生

局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来到位于
胜利路的一家9层酒店，对酒店用
水进行二次供水抽查。

“每次抽查的酒店都是随机
的。”李国忠说，抽查的范围是市区
高层经营单位。检查前，杨秀英出
示了执法证，现场对负责酒店工程
安保的酒店工作人员就二次供水
例行询问。

酒店工作人员说，酒店负一楼
有一个30吨的蓄水池，由两个水泵
加压供8、9楼用水，在他的印象中，
酒店在四年内只清洗了1次蓄水

池，相关工作人员办理了健康证。
理论上，各经营单位的蓄水池

一年至少清理一次，实际上为保证
用水安全，半年清洗一次最佳。据
了解，二次供水主要是供给该酒店
8楼的餐厅以及9楼的厨房、宴会厅
用水。“这是对外经营的餐饮单位，
用水安全更应该注意。”李国忠说。

在询问的过程中，该酒店的部
门经理多次出面打断询问，否认酒
店的蓄水池是供高层用水，称是消
防用水，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的工
作人员决定到蓄水的负一楼一看
究竟。

◎相关链接

中华鲟

中华鲟是我国一级保护
动物，特产鱼类，体纺锤形，体
表披五行硬鳞，尾长，口腹位，
歪尾。中华鲟是一种大型的溯
河洄游性鱼类，是我国特有的
古老珍稀鱼类，世界现存鱼类
中最原始的种类之一。远在公
元前1千多年的周代，就把中
华鲟称为王鲔鱼。中华鲟属硬
骨鱼类鲟形目。

鲟类最早出现于距今2亿3

千万年前的早三叠世，一直延
续至今，生活于我国长江流域，
别处未见，真可谓“活化石”。

超市水产区域销售的“中华鲟”。 本报记者 苑菲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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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供水检查

7家有4家整改

本报8月20日讯 (通讯员
王善浩 记者 宋佳) 7

月，国家强制实施自来水新国
标，烟台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为保证高层居民的用水安全，
加大了对各县 (市 )区的二次
供水安全监管力度。经检查，
仅芝罘区就对19处高层住宅
小区以及经营单位，7家二次
供水单位中有4家因蓄水池卫
生管理不达标被责令整改。

7月1日起，为提高居民用
水质量，国家强制实施新版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新标
准在沿用老国标的基础上，增
设共106项检测指标，使自来
水达到拧开就能喝的标准。

烟台市卫生局卫生监督
所一科主任杨秀英说，二次供
水单位产权及经营主体多样，
经营管理层次、卫生管理水平
参差不齐，监管仍是生活饮用
水卫生监督工作的难点和薄
弱环节。对于二次供水，至今
缺乏有针对性的卫生监督管
理办法，各地围绕二次供水的
卫生许可以及卫生监管存在
认识不统一等诸多问题。

为保障市民用水安全，烟
台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依据
法律法规标准，制定并下发了

《烟台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 简 称《 办
法》)。《办法》对二次供水单位
卫生管理、涉水产品的采购使
用、清洗消毒等依法提出了明
确要求，对各级卫生监督机构
如何实施卫生许可和监管的
程序、内容等也做出了明确规
定。

“我市二次供水监管标准
与国家强制实施的自来水新
国标一致。”烟台市卫生局卫
生监督所一科科长李国忠说，
自今年开始，将对二次供水单
位全部纳入卫生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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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员 通 过 窗
口 查 看 蓄 水
池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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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里里是是直接

供 餐 饮 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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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人 员 正
在 现 场 咨 询
记录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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