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15日讯(记者 段学虎) 自2014年
5月份食品检验职能划转后，东营市食品药品
检验中心坚持“检的准、检的快”的总体要求，
采取“三原则、两评审、两复验”的质量保证措
施和办法，确保食品检验在新的工作态势下，
正常运转，确保检验数据安全。从去年9月份
获得食品检测资格以来，已经累计完成食品
检测472批次。确保东营食品安全，努力提供
技术支撑。

据了解，东营市完成食药系统整合之后，
市食品药品检测中心在较短时间内取得食品
检验资格，是全省第5家取得资格的单位。共取
得13种食品、330个产品的8109个参数、343个方
法的检验资格，检验范围基本能涵盖全市正常
食品检验的要求。

自去年9月22日取得食品检验资格以来，
克服人员少、实验环境差、设备老化、人员流动
性强等困难，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共完
成食品检验472批次(约5000个参数)，其中市抽
256批次，发证44批次，委托检验172批次。

同时，食品生产许可证受理、审查工作也
顺利开展，自去年10月1日至今共受理我市食
品企业65家，涵盖111个单元，现场核查发证38

家，涵盖45个单元，确保东营25大类食品生产
许可工作下放后的食品许可工作平稳运行。

“食品质量安全工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
事，作为技术支撑的食品检验工作非常关键，
确保数据安全是食品检验工作的关键之关
键。”东营市食品药品检测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随着今年食品检测抽检列入东营市民生实
事，该中心将增加投入，购置先进设备，并不断
提升食品检验人员的综合素质。“在工作中，我
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质量保证措施，核心是‘两
评审、两复验、一会诊’制度，确保食品检验工
作安全运行，所有提供信息真实可靠。具体‘两
评’是在接受检验任务前，要对任务进行评审，
是否有资格，有能力确保任务完成；‘两复验’
一是检验中及时对人员、所检参数进行复验；
二是检验完成之后，再对人员的数据进行分
析、复验；‘一会诊’就是及时召集专家小组对
检验工作或数据进行分析、研讨和会诊。通过
一系列措施，确保了东营市食品检验工作正常
开展，无一投诉事故的发生。”

推动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全市10处市场成为首批试点
本报记者 段学虎

农产品的
食品安全问题
已经越来越成
为社会关注的
焦点，今年东营
市食药部门结
合实际，在全市
推进食用农产
品批发市场质
量安全监管工
作。目前全市10
处农产品批发
市场、农贸市场
中，有了专门的
食药监管人员
入驻。

提高抽检频率

完善结果公开
细心的市民会发现，从今年开始，

食药部门的抽检结果开始越来越多地
在媒体上出现。提高抽检频率，增加抽
检密度，完善抽检结果公开制度，也是
今年东营市的民生实事之一。

据了解，目前食药部门完成了对
熟肉制品、水产品、水饺、食用植物油、
液态乳、糖果制品、方便食品、膨化食
品、豆制品等食品进行了抽样检验，共
抽检食品54批次，对速冻汤圆抽检20

批次，红酒21批次，“五毛零食”35批
次，并对批次不合格的产品进行了依
法查处。

“以后，我们在监督抽检过程中，
将突出重点品种，开展市级监督抽检，
重点围绕问题多发品种、节令品种和
食用农产品开展抽检。加强抽检结果
的运用，加大追根溯源力度，延伸追
溯链条。同时发挥‘食品快检’的排查
防患作用，加强食用农产品批发市
场、大型商场超市和县区局的快检设
备、能力建设，加大快检频次，充分排
查和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东营食药
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同时东营市食药局近期印发了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公布程序》，
对市级食品(含保健食品)安全监督抽
检信息发布工作的方式、内容、审批程
序进行了规范。市级监督抽检信息按
批次公布，每批次抽样在全部不合格
产品确认无异议(或异议采纳)或收到
复检结果后按提报、审核、签批、发布
的程序公布，合格产品和不合格产品
的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加工/购进日
期或批号、被抽样单位名称及地址、标
识生产者名称及地址以及不合格产品
的不合格项目等都将通过市局网站、
媒体、工作通报(或情况通报)等形式
对社会公布。

食药监管人员入驻市场

农产品定期“体检”，记入台账
记者从东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流通科获悉，目前

全市选择了10个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开展推进工
作。东营市食药局统一设计了《入场经营者档案》、《食用农产品
质量安全责任书》等8个示范文本、食用农产品购销“一票通”和
监督抽查计划下发县区局，以便成为规范。各县区局主动向当
地政府汇报，争取政府重视和资金、人员、检验能力建设等方面
的支持。分别选取一至两处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建设示
范市场。

目前，全市10家批发市场、农贸市场都已经完成了建立农
产品安全管理机构、人员配备、制度制定、建立入场经营者档
案、签订责任书等工作，监管部门已全部完成宣传培训、《推进
市场信息台帐》等工作。“东营区的南里农产品批发市场是我们
主城区重要的农产品中转站，东城、西城的大部分农贸市场、商
户都从这里进货，我们就选择了这里作为一个示范试点。”市场
流通科负责人说，目前该市场已经实现了专门的食药监管人员
入驻。“通过机构设置，定期对市场内的农产品实行抽验检测，
并建立详细的台账，监管人员直接与批发商打交道，把食品安
全的‘关卡’前移到批发环节，一旦发现问题产品，及时处理。”

“之前，由于没有‘一票通’的台账，农产品可能在批发市场
经过检测、到了农贸市场又经过检测，浪费了人力物力。同样也
存在着一些不合格农产品通过多层检查的可能。”东营市食药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建设示范市场的摸索，食药部门未来
将在全市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形成一个系统的监管
网络。“之前我们也搞了‘快检进市场’，通过我们现场检测、现
场公示，不但提高商户的文明守法经营意识，以进一步提高我
们普通居民的食品安全常识。”据了解，重点对生鲜肉、熟肉制
品、淡水鱼、馒头和蔬菜开展快检，共快检食品244批次，并在活
动现场公示了快检结果。

计划抽检五毛零食200多个批次

不合格产品将公开公示
4月份，东营市食药局组织开展了学校周边“五毛零食”等廉

价食品的专项监督抽检，共抽检食品35批次，对2批次不合格食
品安排进行了查处。根据抽检计划，今年全年计划筹建“五毛零
食”200多个批次，不合格产品查处的同时，一并公示。

“目前根据总的整治计划，第一批学校周边食品经营单位
整治工作已经完成，今年还将继续推进第二批和第三批学校周
边食品经营单位的整治工作。力争在计划时间内，实现对全市学
校周边的食品经营市场的净化。”东营市食药局工作人员介绍。
在提高抽检频率的同时，重点树立学校周边食品经营管理常态
化的理念，落实“五项标准”经营管理要求，在日常监管中，对固
定食品经营者的供货商主体资格合法证件、经营食品合格证明
文件、食品标签标识等进行了全面检查。对食品摊贩的进货检查
验收、索证索票、购销台账等制度落实情况，从业人员持健康
证、食品安全承诺书张贴悬挂情况，实名备案情况，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落实情况进行彻查规范。

市食品药品检验中心
已完成检测472批次

食品快检走进农贸市场。 (资料片)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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