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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子头】

“杠子头”是剪
子巷开设的评谈说
理栏目，互动方式有
三种：注册微博齐鲁
( h t t p ： / /
tr.qlwb.com.cn)“杠子
头”织围脖；话题投
稿 ：q l w b j z x @
1 6 3 . c o m ；Q Q 群 ：
107866225。

仅靠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不够的
@李燕子

有无数事实证明了：当公众的健
康和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仅靠企
业的社会责任感是不够的，规则和监
管才是最有力的保障。

餐馆从业人员需要办健康证，这
是基本的卫生保障。但是记者近日在
省城采访发现，小餐馆从业人员大多
没有健康证，没办理健康证的记者也
顺利被五家餐馆录用。这说明很多小
餐馆存在很大的食品安全隐患。而小
餐馆从业人员大多没有健康证的现
象不仅济南有，即使在北京这样的大
城市也有相关报道，可以说是个普遍
现象。那么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原因
有三：

一、餐饮行业利润薄、劳动强

度大、工资待遇低、招工难是其首
要原因。餐饮行业尤其是小餐馆本
来就缺人手，如果有人上门应聘，
只要吃得了苦，愿意拿老板出得起
的工资，哪还顾得上查健康证？基
本就不设置招聘门槛。二、监管不
到位。在我们这个注重“吃”的国
度，小餐馆遍地都是，甚至深夜支
个摊子都有人去吃，查也查不过
来，就为不办健康证留下了空子。
三、消费者的不在乎。只要这个餐
馆的口味好，价格低，是没有什么
人在意健康证的，这就使得没有办
理健康证的餐馆可以大胆为之。

然而，做餐饮的如果不健康，
就给食品安全、防止传染性疾病带

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如何纠正这种
乱象？餐馆自律是一个方面，但根
本的是要加强行业监管。有无数事
实证明了：当公众的健康和企业的
利益发生冲突时，仅靠企业的社会
责任感是不够的，规则和监管才是
最有力的保障。各级卫生监督机构
应加大对这些非法从事食品加工
制作人员的监控，对有类似问题的
餐馆进行反复的监督检查，对出现
过问题的食品企业重复进行检查，
一经发现还存在问题，将加重处
罚，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

当然，我们希望医院切实负起社
会责任，认真查体，给社会提供的健
康证真的是“健康”的。

@
杠上花

@ 打油
@郭汉杰

餐馆员工常流动，

也需先办健康证。

老板应该最明白，

餐饮服务有规定。

持证上岗是必须，

遵章守纪别糊弄。

恪守饮食卫生法，

赢得口碑才昌盛。

@王平昌

健康证件很关键，

事关卫生和安全。

从业人员应体检，

杜绝某些传染源。

餐馆招工要从严，

丢弃责任心难安。

相关部门频监管，

就餐环境能改观。

@黄伟民

持证上岗是规定，

餐饮老板不执行。

只图省了自己事，

条例变成耳旁风。

监管部门不给力，

促使他们钻了空。

今后责权划分明，

严查共管肯定行。

建议@
@孙金英 对餐馆从业人员

健康情况的监管不是一劳永逸
的，建议食品监管等部门对其实
行动态监管，定期抽查。毕竟人的
身体健康情况是在随时变化的，
健康证也不是万能证。只有这样，
才是对消费者的健康负责，也才
能真正为我们创造一个卫生安全
的饮食环境。

@田华 要改变这种状况，
首先，相关职能部门要严格划分
监管区域，并落实到人，明确责任
和赏罚制度；第二，印制宣传材
料，下发给每一位经营者，并对违
反规定的严惩；第三，在媒体或者
餐馆门口公布举报电话。

@韩桂香 要想破解健康
证当下的尴尬困境，理应从重
视健康证办理流程开始，制定
严格的标准和要求，严格摒弃
走过场行为，对于花钱买健康
证和盖个章了事的现象要进行
重点整治。与此同时，要降低办
理健康证的费用。

@台应新 对于餐馆在办理
和使用健康证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应该有一个部门来负责登记
造册，并不定期地检查每个餐馆
雇佣的员工与健康证的数量是否
相符，督促到期复查和换证。

@林毅 不办健康证的原因
很多，办证需要不少钱是主要的。
既然暂住证能不收费、婚前体检
也不收费，健康证能否也不收费，
或者只收工本费。

办健康证有时就像走过场
@苏小北

因为工作原因，我已经不止
一次办健康证了。每次去办健康
证，感觉就像“走过场”。到了防疫
中心先填表交钱，然后开始一系
列检查，从身高体重到五脏六腑。
当我们面对着仪器不知所措的时
候，那边的医疗人员一边聊天，一
边高喊：下一个！当身体检查各项
都过关的情况下去接受培训。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所谓的
培训就是每人发2本书，开卷考
试，完成这张试卷以后健康证就
发到手里了。作为医疗机构和防
疫从业人员，对于办理健康证的

重要性比我们更明白，却没有人
去真正给这些人上一节课，将安
全、卫生、健康的理念传输给这些
人。这本身就是懈怠，也是责任的
缺位。

更可怕的是，食品行业的从
业者没有健康证。比如我们身边
的一些食品小作坊、肉菜店，流通
领域的小商店，又或者是中小型
超市等等，从业者不办健康证的
大有人在。这其中暴露的问题：既
是从业者对健康的不重视，也凸
显了相关部门的疏于职守。

@ 亲历

@王婷 我嫂子是
聋哑人，在一家以残疾人
为主的食品厂上班，主要
生产奶油、水果馅等食品
辅料。前段时间嫂子厂里
组织体检，家里人以为正
好能顺便给嫂子查个体，
谁知她回来后比划着告
诉我们，所谓的健康检查
基本就是走过场，厂里给
他们交上钱让他们去医
院溜达一圈就完事，检查
得很不仔细。最后听说他
们厂里的工人全部过关
了。这种形式主义的体检
即使换来了健康证，也未
必能保证我们的食品安
全啊？

@刘丽 邻居家小
姑娘在一家永和豆浆坊
做服务员，据说他们进店
时各方面都非常严格，必
须去相关健康部门进行
体检，合格后才能录用，
比如肺部有一点儿阴影、
耳穿孔等毛病都不予录
用。看似被人们常忽视的
事，其实也是对消费者的
一种尊重。

@辛玉 笔者过去
因为从事食品行业，必须
要有健康证。每年都要查
体，在健康证上盖章。一
些从事餐饮业的熟人往
往好来借笔者的健康证，
说是有关部门检查。笔者
担心被发现是冒充的，健
康证被扣留。熟人说，好
多餐饮店都是借证应付
检查，不会出事的。检查
的都是走过场，不会认真
的。笔者抹不开面子，曾
经外借过几次健康证，没
有几天，健康证都是及时
归还了。由此引发出一个
问题：作为餐饮业的监督
检查部门，对健康证的检
查一定要“对号入座”，人
员和证件必须一致。

@林毅 我单位有
个同事，到疾控中心办理
健康证，抽血化验结果出
来，发现了其他疾病。马
上到医院治疗，医生说幸
亏发现及时，不然以后会
有大麻烦，住了几天院就
治好了。日后他逢人就
说，办理健康证不光是为
了他人健康，也是为了自
己的健康。

如果瞪起眼来检查

谁还敢不办健康证

@ 话题来源 @ 精论

@田华 健康证为什么
在某些小餐馆可有可无，关键
还是相关职能部门的不作为
所致，如果能够瞪起眼睛，该
罚款的罚款，该整顿的停业整
顿，你看谁还敢不按章办事？！
生意人的算盘拨拉得可响呢，
既然健康证查得不是很紧，那
就拖一天是一天，甚至不用去
办也很少有人过问，既省了银
子，还不耽误店里的生意，何
乐而不为呢？说到底还是相关
部门的监管不力造成的。

@陶玉山 健康证这么
重要，健康证是否名副其实更
为重要。这就要求办理健康证
的指定部门必须恪守职业操
守，切实做到严格把关，使得
办理的健康证没有水分。如果
不从这里入手，随便一个人交
上钱就能办理健康证，那么，
餐饮业从业人员即使都持证
上岗，也起不到保证安全卫生
的作用。

@张庆金 现在问题是
真有检查的，小餐馆不是临时
关门就是搪塞过去，关键还是
执法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的做法，助长了这种风气，责
任不在餐馆，就在我们的主管
部门。如果检查到一个没健康
证的员工，严格处罚，还有哪
家餐馆愿意铤而走险呢？

@吴明 健康证是保证
消费者身体健康的一道防线，
但是现实中真正能落实执行
的却是寥若晨星。众多的小餐
馆、小饭桌、早餐摊点群哪来
的健康证？希望有监管部门管
理，确保消费者的健康。

@刘丽 餐馆之所以对
员工的健康证走形式不重视，
原因是监管部门根本就没起
到监督作用。监管部门也在走
形式，餐馆开业时对餐馆的卫
生消毒设备看看齐全否。至于
真正消毒与否疏于监管，对餐
馆人员最多也就看一看有没
有健康证，至于真假与否不去
追究。长此以往就形成餐馆应
付检查走形式的局面。

管好健康证，还需严格问责
@钟倩

笔者所居住的小区紧挨着一
所高校和一所小学，学校周围分布
着很多小餐馆，但从业人员大都没
有健康证，有些餐馆是家庭作坊式
的，设施简陋不说，卫生条件很是
堪忧，而学生就餐也不会先查看是
否有健康证。餐馆从业人员没有健
康证的现象十分普遍，还有一种情
况是，有些人员持有假健康证，或
者花钱买健康证，根本不进行常规
查体，这些无不令人担忧。

小小健康证关乎市民的生命
健康，更关乎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之所以很多从业人员无证上岗或
者持假证上岗，与卫生部门的监
管不到位有着直接关系，而很多
查体医院将健康查体作为创收手
段，忽略查体环节，赚取不菲利
润，甚至只要交钱不用查体就能
顺利盖章通过，有些身体不合格

的人也能蒙混过关，这才是最要
命的危害。

遏制小餐馆、馒头房、小饭桌
等餐饮服务单位工作人员没有健
康证的现象，包括健康证造假事
件，卫生部门需要动真格的了，提
高监管力度与违规成本，推出严
格问责制，无论是医院查体医师，
还是餐饮服务部门负责人，一旦
发现没有健康证或健康证有问题
的从业人员，立即追究其责任，并
取消餐馆从业资格等，让他们为
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与此同时，
卫生部门还要联合劳动监察部门
进行不定期抽检和复检，以形成
牢固的监督网络。唯有这样，才能
形成一定威慑力，还健康证“健
康”本色，使群众的生命健康得到
保障，防止疾病的蔓延与传播，这
也是建设美丽泉城的重要一项。

格本期杠子头

【苏小北】
通过对来稿数量、质量统

计 ,苏小北获得了本期“杠子
头”称号,获得杠子头津贴100
元。其他见报作者将根据稿件
长短及质量分别获得30元、20
元肯德基餐券。

▲市民在办理健康证。本报记者 李钢 实习生 魏冉 摄（资料片）

在餐馆工作需要

办健康证，这是众所

周知的常识。但记者

近 日 在 省 城 采 访 发

现，小餐馆从业人员

大多没有健康证。没

办理健康证的记者也

顺 利 被 五 家 餐 馆 录

用。请大伙结合亲历

发表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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