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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餐桌桌到到地地头头就就差差““最最后后一一公公里里””
分散经营限住追溯体系，代表委员建议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

“要把种养殖环节的源头
控制作为重点。”对如何才能解
决现有追溯体系的不足，省政
协委员、潍坊市食安办主任、食
药监局局长李平建议，省里统
一对大型基地、农场等实行准
出，之后在进入市场环节再发
挥市场准入作用。

“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是解
决现有问题的根本。”张兆明
说，从国家到我省早已采取各
种措施鼓励农业规模化经营。
省政协委员、山东农业大学教

授刘世琦也表示，我省支持鼓
励的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方式，是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
的有效措施。

但规模化经营不是一蹴而就
的。在现有的农业生产模式下，张
兆明建议，对食安追溯系统参与
者给予一定的成本补偿，或以以
奖代补的方式给予奖励，调动其
参与追溯系统的积极性。

张兆明调研发现，我省的
食品追溯信息分散于农业、畜
牧、水产、食药、检疫等多个部

门，另外各市和品牌企业也有
自己的追溯信息资源和技术手
段，导致信息无法共享，信息孤
岛效应明显。

“应进一步整合各地区、部门
和企业的食品安全追溯信息资
源，逐步采用统一编码格式，统一
对外发布，避免造成信息断链和
谬误。”张兆明还建议，“要完善追
溯系统功能，让消费者和从业者
易懂易用。比如开发食品追溯系
统的智能手机APP，让消费者随
时随地可用。”

各部门各企业追溯信息尚难共享

在张兆明看来，问题的根源
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模式，使
得追溯无法追到田间。“一家一
户生产，很难做到每家的农产品
都进行符码追溯，这样成本太
高，也缺乏可操作性。只有逐步
改变了农业的分散经营模式，全
链条追溯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食品安全必须从源头抓
起，但要从源头抓，没有农业的
集约化经营是很难的。”省人大
代表、东平县彭集街道安村党
支部书记孙庆元说，他所在的
村就实行集约化经营，生产出
的有机蔬菜远近闻名，但像这

样实现集约经营的仍是少数。
根据张兆明的调查，山东

省除鸡鸭之外的其他主要农产
品生产规模化程度较低，如粮
油、蔬菜、瓜果、牛羊肉、水产和
牛奶等，都是由农户小规模分
散生产为主。

除此之外，在追溯链条上，
食品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也存
在一些障碍。“食品生产、加工
及销售等环节参与系统建设的
意愿不高。”张兆明说，除了品
牌知名度较高的企业，出于自
身利益保护需要参与系统建
设，作为食品主要供应来源的

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认为，
进行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建设费
时费力，无利可图。

“再就是消费者的作用还
没有发挥出来。”张兆明说，理
想状况下，如果消费者都购买
能追溯的食品，那会倒逼企业
主动参与追溯，“可现实中，消
费者对溯源码知之甚少，很少
主动追溯。”

追溯系统的便捷性也是限
制消费者作用发挥的因素之
一。“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不
可能随身携带电脑进行食品安
全信息查询。”

一家一户贴追溯码不太现实

从一个试点到逐步推开，我省
开始布局覆盖全省的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但目前的肉菜追溯只能追
溯到批发市场这个环节，再往前还
存在“最后一公里”，即肉菜从哪里
种的，曾用过什么药等。

“农户小规模分散生产，是实施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的主
要障碍。”多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发展农业规模经营
是解决现有问题的根本。”

本报记者 李钢 马云云 杜洪雷

“我省虽然初步建立了食
品安全追溯体系，但还没有真
正做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
覆盖。”省政协委员、山东农业
工程学院副院长张兆明认为，
目前的追溯体系，还存在“最后
一公里”问题。

张兆明说，在各超市有追
溯码的产品相对少，尤其生鲜
产品基本是空白。“即使可供追

溯的食品，往往也无法提供详
细的生产、加工和包装等信
息。”以蔬菜为例，最理想的情
况是，通过追溯码可以查询出
蔬菜在种植过程中施肥用药、
采摘时间、检验化验、经销商等
各种信息。“这个追溯码相当于
一棵蔬菜的身份证，可以全程
记录它从种子到餐桌的每项重
要信息，但现在的追溯大都只

能追溯到批发市场，再往前几
乎全是空白。”

“构建信息化追溯体系，确
实存在一些难题，需要慢慢完
善。”省人大代表、山东京鲁律
师事务所主任郝纪勇说，近些
年，随着国家对食品安全的重
视，采取了很多措施，追溯系统
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手段，仍需
要慢慢完善。

追溯到批发市场，再往前几乎空白

本报记者 杜洪雷

去年，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
食品犯罪案件1910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2691人，打掉“四黑”窝点
785个、犯罪团伙237个，涉案价值
5 . 04亿元。“食品药品犯罪打击成
效提升，与公安机关成立专门的

食品药品打击队伍有很大的关
系。”省政协委员、潍坊市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王贤臣称，这也是
群众日益重视食品药品安全的
诉求结果。

为了严厉打击食药犯罪，
2012年 8月 31日，省公安厅成立
了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总队。目

前，全省 1 7个市公安局全部组
建了食药环侦支队，现有专职
民警740余名。

“公安食药专业打击队伍的
成立，就客服了工商、食药监等
部门受限于侦查手段的困境，能
够利用公安专业力量来深入打
击食药犯罪。”王贤臣说。此外，

他建议加强公安机关和食药监
部门的合作机制，在打击食药犯
罪方面形成合力。据了解，全省
公安机关强化与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等行政部门的协作配合，
积极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机制，去年，共开展联合执
法行动2600余次。

“现在制假售假人员的违法成
本太低，有的时候即便抓住他们，
处罚的数额也非常轻。我认为要增
加其违法成本，一旦制假造假就要
让他倾家荡产，不敢再犯。”省人大
代表、新泰市青云街道福田社区党
委书记王光忠说，希望国家更加严
厉打击食药犯罪。

去去年年侦侦办办食食品品犯犯罪罪11991100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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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保卫餐桌]

一市民在省城一家超市查询白菜的来源。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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