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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与食安办启动“食为天·聚焦餐桌安全”活动

有啥食品问题，请拨打96706

本报3月11日讯 本报
《无手术资质却称100%成功》
(3月11日C04版)对干细胞移
植手术乱象进行报道后，济
南市卫生局表示，近期已对
济南中医肝病医院(以下简
称“肝病医院”)进行检查，但
调查取证存在困难，“我们将
加大对医院的监管力度，也
希望市民积极举报”。

11日中午，记者在山东
省卫生厅填写了采访提纲
等内容后，工作人员让记者
等待答复。直到下午5点，记
者也未接到答复通知，上周
记者的采访提纲，至今也没
有回音。

济南市卫生局相关负
责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卫
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卫
生部有关干细胞方面的正
式文件出台前，他们会对擅
自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和
应用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
检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
纪严肃处理。“如果以后济
南市有批准可做干细胞手
术的医院，我们会及时公布
方便群众就医。”医政处一

负责人表示，1月21日，济南
市卫生局已转发卫生部等
部门的《关于吉林硅谷医院
和吉林高新技术医院违法
违规开展干细胞相关活动
的通报》，并对医院人员进
行了培训。

《通报》要求，各级卫生
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应认
真检查干细胞相关活动和
医院内部管理中存在的漏
洞，加强干细胞研究和医院
内部管理，停止未经卫生部
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批准的干细胞临床研究
和应用活动。

卫生监督所一工作人
员表示，他们接到肝病医院
患者李国江家属举报后，对
医院进行了检查。“但医院
可能对病历等资料进行了
处理，我们很难掌握有效证
据，我们不能像记者一样暗
访。”该工作人员表示，“未
批准干细胞手术的医院在
与患者或家属签订书面材
料时，都没有‘干细胞’等字
样，所以取证比较困难。”

（本报记者）

本报3月11日讯（实习
生 姜潇 记者 张頔）

随着人们对无线上网需
求的增加，很多网店卖起
了无线上网账号。近日市
民王女士反映，她在淘宝
网购买了一年期移动wlan

无线上网账号，但该账号
实际使用期却只有一个
月，维权时发现网店已经
关门。

王女士说，2月份她在
淘宝网上花了89块钱买了
一年期的无线上网账号，之
后的一个月里使用效果还
不错。但最近使用时，却发
现该号码已停机。

咨询运营商得知，原来
网店把包月卡当成年卡卖
了，用包月卡赚年卡的钱。

记者搜索王女士购买
上网账号的网店，发现该店

铺已经关闭。王女士试图通
过淘宝客服进行维权，但被
告知淘宝网售后保障服务
(含消费者保障 )投诉维权
的时间为交易成功后0-15

天内，而现在已经超过了该
时间，无法申请退款。对于
这种情况，王女士表示：“89

块钱也不算多，就当花钱买
个教训了，以后网购真不能
贪图便宜。”

在此提醒消费者，网上
购物时要提高警惕，选择信
誉较高的商家或网站。如果
网上产品价格与实体店相
差太大，一定要谨慎确认，
不能贪图便宜。付款时要选
择第三方交易平台，不要从
银行直接打款。购物成功后
确保产品无误再确认收货，
并且要保留好订单号、电子
账单等凭证。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尹明亮
孟敏）“3·15”临近，食品安全问

题再次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吃了掺
假的牛羊肉、买了经过化学处理的粮
食或在消费过程中遭遇了侵权怎么
办？针对食品安全问题，本报将和济
南市政府食安办联合组织“食为天·
聚焦餐桌安全”活动。市民可以拨打
本报热线96706，说说您遭遇的食品
问题，我们将协同有关部门前去调
查。15日上午本报举办现场咨询会，
届时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将
为市民解疑答惑。

“蜂蜜冲开后像糖水一样，还有
隐隐的化学气味。”“从市场上买了面

包回家，却发现过期了。”针对市民遇
到的各种消费侵权行为，本报联合济
南市政府食安办向社会公开征集线
索，如果您发现问题食品，或者遇到
不法商贩、黑作坊，可以随时拨打本
报热线96706，我们将协同有关部门
前去调查。一经核实，将给予举报者
一定奖励，并为您保密。

与此同时，3月15日，本报张刚
大篷车将联合各食品安全相关部门
开展现场咨询活动。届时，济南市政
府食安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
商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农业局、
畜牧局等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将来到
现场，为市民讲解食品安全问题并受

理市民的投诉。如何鉴别真假牛羊
肉、如何选购放心食品、遇到侵权行
为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15日上
午，您都可以进行咨询。

咨询活动将于3月15日上午10
点正式开始，活动地点在趵突泉北路
1号开元广场(大明湖西南门对面明
湖珠宝城门前)。如果您在食品安全
方面有什么问题，不妨现场向专业人
士咨询请教。

如果您时间紧张，没法到现场参
加活动，您也可以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96706，将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的食
品安全问题或者疑惑告诉我们，我们
将帮您咨询，并在报纸上给您回复。

本报3月11日讯（通讯员 段兴霖 张春霞
见习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周媚）“vc钠是什么？”
市民孙女士在某超市购买了一包烘干水果脆片，在
食品的外包装配料表上标有“食品添加剂(VC
钠)”字样，孙女士认为该食品添加剂名称
不规范，遂拨打了 12315申诉举报热
线。11日，记者从消费维权事前防范
和企业行业规范行政指导工作会
上获悉，像这种食品标签标注不
规范的情况可退货。

孙女士在逛超市时，随手给
孩子买了一包烘干水果脆片。不
经意间看到包装配料表上标有

“食品添加剂(VC钠)”，孙女士
纳闷了，“VC钠”是什么？感觉不
放心的孙女士拨打了12315举报
电话。槐荫工商工作人员调查后指
出商家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存在过错，应立即纠正。经过工
作人员的讲解，商家将所收取的货款退
还给了消费者。

据槐荫工商分局消保科孙民科长介绍，超市销
售的水果脆片包装上标注的食品添加剂“VC钠”应
标注为“抗坏血酸钠”，商家的做法不符合食品安全
的相关标准，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遇到这种情
况，消费者可进行退货。

槐荫区消协主任岳新立介绍，消费者购买
食品要选择具有合法经营资格、信誉良好的商
场或超市，不要到无有效许可证件和营业执照
的商店或流动摊贩处购买，同时还需要注意食
品外包装商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厂名、厂
址、电话、产品标准号、食品安全认证“QS”等内
容是否齐全，并注意查看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
质期。而且购买时消费者应主动索要并妥善保
管购物凭据，遇到问题及时拨打1 2 3 1 5申诉举
报，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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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像记者

一样暗访、取证”
卫生部门表示将加大监管力度，欢迎市民举报

月卡竟然当成年卡卖
一市民网购无线上网账号被骗

“抗坏血酸钠”标成“VC钠”，

工商部门表示

食品标签

不规范可退货
本报3月11日讯（见习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周媚） 11日，记者从济南市质监局获悉，
2012年，质监局组织技术机构对全市食品生产

加工企业产品进行了2085个批次28大类
产 品 的 日 常 抽 检 ，总 体 合 格 率 为

87 . 53%，其中乳制品的各项合格
率达100%，饮料的实物质量合
格率最低，为80 . 91%。

根据《2012年济南市食品
分类抽检情况表》，分总体合
格率和实物质量合格率两项
对乳制品、肉制品、食用油
等食品进行统计。其中乳制
品两项合格率都达到100%，
饮料的实物质量合格率最
低，为80 . 91%，蜂产品总体合

格率仅为64 . 71%，列所有日常
监督抽检食品最低。

质监局食品处处长武磊说，
饮料合格率低的原因，主要是微生

物 超 标 和 理 化 指 标 不 合 格 。据 了 解 ，
2012年监督抽查中全市共计有50个批次的产
品微生物超标，占不合格产品的19 . 2 3%，较
2011年上升6 . 95%。微生物超标主要集中在饮
料(含桶装饮用水)、糕点产品上，原因主要是
个别小企业生产工艺简陋，生产环境卫生条件
差，出厂检验制度不落实，导致微生物指标超
标。

抽检中，标签不合格仍是主要问题，主要
表现在标准错误、标示内容不全和食品添加剂
标注不规范。据了解，大部分食品尤其是大中
型企业生产的量大面广、百姓关注度较高的食
品，如乳制品、肉制品、食用植物油、啤酒、葡萄
酒、调味品等，其质量合格率在逐年提升，滥用
食品添加剂和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的现象在
减少。

质监部门去年抽查

2085个批次28大类产品

乳制品

抽检合格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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