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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鲜奶奶吧吧这这回回真真的的有有 ““婆婆家家””了了
餐饮服务许可证由食药监管部门负责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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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5日讯(见习
记者 王皇) 5日，市食
品药品稽查支队通报了
两起行政处罚案例。其中，
济南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被开出41万多元罚单，成
为近期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被开出的最大罚单。

市食品药品稽查支
队负责人介绍，他们在对
济南某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生产的某某牌硫酸软
骨素胶囊进行调查时发
现，该公司套用已取得的

《国产保健食品批准证
书》和《食品卫生许可

证》，生产了另外品牌的产
品，该行为违反了《食品安
全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规定，构成了“未经许可从
事食品生产”的事实。

依据《食品安全法》
第八十四条规定，市食品
药品稽查支队给予上述
公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货值金额5倍罚款，共计
人民币410688元的行政
处罚。

此前，2013年7月，市
食药局曾依法对济南某
医疗器械公司开出30 . 9

万元的罚单。

本报6月5日讯(见习
记者 王皇) 5日，在市
食药监局第一次媒体通
报会上，市公安局通报了3

起食品安全典型案例。
今年3月份，天桥公

安分局发现大桥镇杏园
村 村 民 刘 某 涉 嫌 使 用

“无根水”生产豆芽对外
销售。民警查获尚未使
用的非法添加剂 (无根
水)64支、空瓶600余支及
正在生产、销售的涉嫌
有毒有害豆芽400斤。经
送 省 分 析 检 测 中 心 鉴
定，在送检黄豆芽中检
出4-氯苯氧乙酸钠，属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犯罪嫌疑人董某在

任济阳县曲堤镇某养猪
场场长期间，为谋取利
益，将猪场内的病死猪
以每只二三十元的价格
卖给陈某加工成熟肉进
行销售，共计销售病死
猪和不健康的小猪70余
只。董某的行为已构成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罪，现已被追究刑
事责任。

商河县张坊乡尹坊
村犯罪嫌疑人、49岁的白
某在养羊过程中，在饲
料中非法添加盐酸克伦
特罗(瘦肉精)，以达到增
加肉品瘦肉含量，提高
销售价格的目的。5月16

日，民警将白某抓获。

本报6月5日讯 (见习记
者 王皇 ) 遍地开花的鲜
奶吧有“婆家”啦！5日，市食
安办发布《济南市鲜奶吧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明确将
鲜奶吧纳入餐饮服务单位，
合法经营者应当取得餐饮
服务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
照，按照许可范围依法经
营。

《规定》对鲜奶吧奶源、
运输、加工设备、经营人员、
办证方式等给出了6项细化
要求，开办者即日起可直接
向县区级食药监管部门申
请办证。

记者走访发现，鲜奶吧
多以“新鲜、营养、健康”为
宣传口号，并保证绝不添加
任何防腐剂、增稠剂等，使
用的是生鲜乳，“牧场直供”
则是最大噱头。

“正规的鲜奶收购站必
须有《生鲜乳收购许可证》，
目前济南市大约有101个这
样的正规收购站。这些收购
站的奶源质量是有保障的，
我们负责监管。”市畜牧局
相关工作人员说，不过，鲜

奶吧奶源仍有可能从其他
没有许可证的奶源地购买。

今年4月底，本报报道
过不少鲜奶吧经营者想办
营业执照，却由于相关会议
文件涉及的各种前置条件
未落实而办不出来。

此次出台的《规定》对
开办鲜奶吧的审批流程作
了进一步规范，取消了对上
述“前置许可”的要求，而变
为实际可行的“索证索票”
和现场核查。

《规定》出台后，鲜奶吧
办证将真正实现落地，鲜奶
吧主只需向所在县(市)区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提出许
可申请，并由该部门负责受
理和核查后发证。

具体的办理步骤是，
先向县(市)区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申请名称核准，再
向所在县(市)区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提出许可申请。
符合许可条件的，发放餐
饮服务许可证；不符合许
可条件的，不予核准并书
面说明理由。取得餐饮服
务许可证后，即可向所在
县(市)区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申请营业执照。

《规定》出台后，鲜奶吧
经营者应在15个工作日内
向所在县(市)区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提出许可申请。凡
在规定时间内未提出申请
或者经审查不合格进行营
业的，将由辖区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
处理。

本报见习记者 王皇

中高考期间抽检学校
配餐单位、169家小饭桌不
达标准……在5日召开的
媒体通报会上，市食药监
局就食品药品相关问题回
答了记者提问。

学校配餐抽检

合格率94%

据介绍，针对中高考
期间学校周边食品安全，
市食药监局向各县(市)区
局下发了相关通知，加强
对学校配餐的抽检。

据悉，针对学校食堂
和向学校配餐的集体用餐
配送单位，共抽检84个批
次，5个批次不合格，合格
率94%。近期，将开展餐饮
服务环节的第二季度监督
抽检，主要针对畜肉、禽
肉、蔬菜、酱腌菜、凉拌菜
等食品原料和相关产品。

不达标小饭桌

正督促整改

“小饭桌”是很多家长
关心的问题，由于大多在
民居内开办，缺乏必要的
食品安全设施，经营者食

品安全意识差，导致小饭
桌不能正常纳入餐饮服务
许可管理，存在较大食品
安全隐患。

自2012年开始，食药
局对符合基本条件的小饭
桌实施登记管理，对其餐
饮食品安全情况进行星级
评定，并将评定情况对社
会公布。而纳入登记的小
饭桌星级评定情况每学期
开学前在学校门口进行公
示。据统计，济南现有小饭
桌1046家，符合标准的877
家纳入登记管理，达不到
标准的169家正在督促整
改提升。

本报6月5日讯 (见习
记者 王皇) 近日，记者
从市食药监局获悉，济南
市将开展“食安济南”品牌
引领行动，将挖掘、保护和
发展一批餐饮中华老字号
和地方风味名吃，到2015
年年底，打造一批具有济
南地域特色和市场竞争力
的食品放心品牌和示范单
位。

在食用农产品领域，

规模养殖场无公害认证比
率提高到70%以上，蔬菜、
果品等优势农产品标准化
生产程度将提高到 6 3 %
以上，认证水产品面积
占养殖总面积的比率提
高到4 5%以上，“三品一
标”( 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农
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产地
认定面积比率提高到38%
以上。

餐饮消费领域，挖掘、
保护和发展一批餐饮中华
老字号和地方风味名吃。
全市餐饮服务单位量化分
级良好(B级)以上比例超
过50%，其中学校食堂超
过90%。全市打造一批品
牌优势明显、域外扩张较
快的知名大型餐饮企业；
每个县(市)区创建1—3个
地域特色鲜明的示范街区
和一批示范店。

本报6月5日讯 (见习
记者 王皇 ) 本月初，
济南市发布了食品生产
企业黑名单管理办法，截
至目前，尚没有企业上
榜。据了解，今后，市食品

安全委员会将定期组织
集中公布“黑名单”，期限
不少于6个月。

被列入“黑名单”的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将被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并在

公示期限内由食品安全
监管部门实施重点监管。
同时，食品生产加工企业

“黑名单”信息将被通报
相关部门，以实施联合惩
戒。

保健食品开出最大罚单
一公司套牌生产胶囊被罚41万

用“无根水”生产毒豆芽
3起食品安全典型案例被通报

小小饭饭桌桌仍仍有有116699家家不不达达标标
符合标准的877家已纳入登记管理

地地方方风风味味名名吃吃将将受受保保护护

违违规规食食品品企企业业将将上上““黑黑名名单单””

专项抽检颠覆“常识”

大大型型餐餐馆馆生生肉肉
合合格格率率反反而而最最低低

本报6月5日讯(见习记者
王皇) 5日，市食药监局公

布了4月20日济南市开展的生
猪、牛、羊肉专项监督抽检结
果。抽检的小型餐馆和小餐饮
合格率高于大、中型餐馆的合
格率，大型餐馆合格率最低。

此次生肉专项抽检，主要
检测生肉(生猪肉、生牛肉、生
羊肉)“瘦肉精”三项(沙丁胺醇、
盐酸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
共抽检709批次，合格668批次，
不合格41批次，总体合格率
94.22%，不合格率5.78%。

本次生肉抽检，生猪肉合
格率较高，生牛肉、生羊肉合

格率较低。牛羊肉主要检出项
目为盐酸克伦特罗。市食药监
局相关负责人认为，目前牛羊
肉未实行定点屠宰，且近两年
牛羊肉价格高，受利益驱动，
使用含有盐酸克伦特罗的饲
料喂养牛羊，对生长有促进作
用，这种成分对猪和家禽的作
用较少。

生产环节中，原料生肉质
量合格率最好，达到了100%。
流通环节问题主要反映在农
村期集和社区农贸市场，合格
率略低，品牌专卖店和商场超
市合格率较高。

餐饮环节中，集体食堂、集

体用餐配送单位合格率最高，
小型餐馆和小餐饮合格率高于
大、中型餐馆。“检测结果与人
们以往认为的大型餐馆饮食更
安全的想法不一致。大、中型餐
馆的食品安全并未在行业中起
到领军作用，将成为近期监管
的重点。”市食药监局餐饮服务
食品监管处负责人说。

“大型餐饮单位一般走固
定的供货渠道，在订单达成后
没有落实批批进行动物检验
检疫，小型餐饮单位则落实得
较好。”相关负责人解释。四县
(市)合格率均高于市内六区
和高新区。

▲本报此前曾多次报道鲜奶吧监管方面的问题。

鲜奶吧在省城可谓遍地开花。
本报记者 张中 摄（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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