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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普及食品药品安全

知识的过程中，各地积极探索出符合当地特色的食品安

全新经验。

食安山东：“融媒体行”扩大影响力

山东泰安“驴友”杨勇是个“吃货”,今年国庆假期期

间与几个好友骑游齐鲁。他告诉记者，每到一地就餐,

远远地就能看见酒店前挂的牌子上“脸色”不一样，有的

“大笑”，有的“微笑”，还有的是“平脸”。进了“大笑”的

店，卫生、服务都相当不错，省事还放心。这“脸”是山东

省食品安全量化等级标识，分为A(大笑)、B(微笑)、C(平

脸)，过去标识挂在店内，从今年 6 月的食品安全周起，

“笑脸”挂在店外，让消费者一目了然。“笑脸”活动是山

东省独创，在食品安全周期间，许多“食安经”中的创新

元素，惠及消费者。

山东省让消费者“点赞”的还有“全省食品检验机构

开放日活动”和“食安山东”融媒体行。“食安山东”融媒

体行活动邀请了国内媒体利用一周时间，走进烟台、潍

坊、淄博3个城市，对“食安山东”进行全媒体覆盖式宣

传报道。话题阅读量达到1.4亿人次，让外域群众了解

了山东省在打造全国农产品和食品消费最安全、最放心

地区所作出的举措。

据山东省政府食安办主任、省食药监局局长马越男

介绍，食品安全周，仅仅是“食安山东”体系里一个“插

曲”。食药监部门还通过开通12331食品药品投诉举报

热线，实施“你来点我来检”、“你举报我查处”、食品安全

“金点子”征集、微信互动交流等活动，利用电视、报纸、

网络等媒体以及村里的广播回应社会热点问题，普及食

品药品安全知识，把老百姓需要知晓的法律法规和食品

安全常识送进千家万户。

食安浙江：台州创新“浙江经验”

“餐饮单位三类重点岗位管理员必须履行食品生产

经营管理职责。”台州市市场监管局党委委员林胜甫说，

按三名食品安全管理员计算，台州3360家的餐饮重点

单位，将有万人以上的参与食品生产经营中风险隐患管

控管理队伍。“如果这支队伍发挥好的作用，更是食品安

全社会共治的核心力量”。

据介绍，台州智慧监管系统今年正式建设。同时，

配合移动执法终端，可实现无纸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监

管，所有执法人员检查记录都可在数据库永久保存，实

现有迹可循和有据可查。与此同时，该局发布“台州阳

光餐饮”微信公众号，供台州市民了解全市的食品安全

信息，公众号上的阳光厨房建设1600多家餐饮单位监

控，市民都可以在手机上实时点开查看，公众号上还发

布食品安全黑名单等餐饮信息。

“以前某餐饮单位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监管部门和

企业之间各说对方不是，没法确定问题的责任方，现在

有了智慧监管系统就可以知道，是我们没有巡查监督，

还是企业没有及时整改，这也倒逼企业及时整改。”林胜

甫认为，台州餐饮服务痕迹化已形成内外“管理与监督”

责任双轨制，也全面改革政府部门单打独斗“保姆式”监

管模式，把食品安全企业管理与部门监督“一分为二”，

明晰了食品安全风险管控责任，监管部门告别“眉毛胡

子自己抓”和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告别被动管理局面。

据了解，台州“餐饮单位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无痕化

管理”工作，已经从前期临海、玉环等两地试点阶段，转

入推广落实阶段，椒江、三门、仙居、黄岩等县（市区）也

已全面启动。

食安四川：成都大数据库探索“智慧食安”

在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市

（“两个创建”）过程中，成都市根据监管形势任务变化需

要，在数据中心的强大技术支撑下，积极探索了一条“智

慧食安”的创建之路。

据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院长万渝平介绍，成

都市食品安全监测预警数据中心是成都市“智慧食安”的

核心技术支持系统，目前已经整合了来自标准化研究院

7000多万条商品信息数据，来自农委、卫计委、工商局和

质检局9.6万条政务数据，积累检验检测数据860万条，厂

家信息数据30万条，同步监测网络舆情数据6.8亿条。

成都食安数据中心还采用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挖

掘和分析海量数据，深入探索机器换人、机器助人的智

能监管新机制。数据中心首席专家周涛举例介绍说，如

果某个品种的土豆多次抽检不合格，则将被纳入高风险

品范围，通过靶向抽检，就能更精准地找到检测目标，进

行重点监测。数据显示，成都监督性抽检问题发现率从

2015年的2.36%提升到今年1—8月10.71%。

周涛表示，数据中心可以多渠道监控并早期发现老

百姓关心的食品安全热点问题。比如，通过监测舆情信

息，数据中心已主动破解螃蟹注水增重等食品安全谣

言，避免引起恐慌。不仅如此，在依据国家标准进行检

验检测之余，数据分析甚至还主动发现了标准的缺陷。

比如注水肉的检测，分析发现，猪肉、牛肉的含水量数据

集中在63%附近和73%—77%之间，“数据显示很多商家

正好将肉注水到标准线附近，而实际上，含水量76%的

猪肉、牛肉已经是严重注水的肉。”基于此，我们已建议

修改畜肉水分限量标准，并在成都市加强屠宰环节的监

管。最近得到反馈，主管部门已经在讨论该标准的修改

意见。 （本报记者周梦综合整理）

“食安中国”：
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实践

新《食品安全法》已经尘埃落定一年。这部法规为构建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该法

实施一年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努力破解食品安全难题，创新食品安全监管方式，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与行业

协会、企业“联动”，共同创造食品安全“大环境”。

面对高曝光率的“食品安全”，这些业内“大咖”有话说……

重
点
提
示

业界“大咖”共话食品安全（一）
本报记者 周梦

食品安全是关系着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头等大事，新版《食品安全法》的推行为社会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据，与此同

时还需要政府、企业等多方联动、全民参与，共同改善这一现状。博奥晶典依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芯片平台，将新

一代生物检测技术应用于食品安全领域，检测结果更加快速准确，且便捷经济。未来，博奥晶典将秉承技术创新、服务社

会的精神，用“芯”为食品行业提供从农场到餐桌的全方位食品安全解决方案，为促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贡献自己的力量，

让老百姓真正享受“民以食为天”。

北京博奥晶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许俊泉

“在《食品安全法》新修订一周年之际，又值‘健康中国’战略升级之时，食品安全已不仅仅是重大民生问题，更是事关

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在我看来，新《食品安全法》最重要的就是，进一步强调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食品安全

法》捍卫的不仅是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是每个正规食品企业的权益，更是整体行业未来发展的权益。作为一家着眼全球

的肽健康创新型品牌企业，国肽生物一直视产品质量安全为生命线，以生产安全放心产品为己任，为进一步落实企业主体

责任，推动肽健康产业良性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截至目前，国肽生物成功掌握了从70多种动植物中提取小分子

胶原蛋白肽和精华的生物技术，并申报了二十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十多项实用新型专利。不仅如此，国肽生物还在北京、

青海、安徽、湖南、云南、新疆等地投资建立了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营销网络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核心产品更是远

销欧美中亚等多个国家，在全球市场上赢得了极好的产品口碑和品牌影响力。”

国肽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恒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国家已经把食品安全列入“十三五”规划，保障全民健康。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把人民健康

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李克强总理提出“零容忍”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新《食品安全法》的颁布为食品健康保驾护

航，实施一年来食品行业的成就有目共睹，法治的力量、监管的力量，不仅保证了消费者的安全，更保护了合法企业的良好

市场，新法已经成为行业发展的指南和企业成长的基石。

蜜蜂饲养与农业不争地、不争水，不仅能为农作物传媒授粉，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维护生态平衡；而且能够为人类

提供大自然精华——蜂产品（蜂胶、蜂蜜、蜂王浆、蜂花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蜂蜜的特性、作用、使用方法就有详

细的记载。

北京中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组建的公司，一直以国家级科学研究院所的求实、创新、诚

信的精神，保证产品的品质；以打造第一安全品牌，服务健康生活，让人人更健康，家家更幸福为理念。坚持知法守法，坚

持以《食品安全法》规范生产、经营，提高企业自身基础。

北京中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加东

这部新《食品安全法》的国家大法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法律。他具有很多亮点，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新食安法加

大了惩罚力度，对食品安全的全链条监管、责任制度等都做了规定。但是该法宣传、普及不到位，很多生产者、消费者并不

知道这部法律当中的规定；监督的体制没有完全理顺，很多地方尚未建立起这部法律所要求的监管力量；执法力量薄弱，

在基层仍然出现一些环节上无人监管的情况，法律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实施细则没有出台，要实行起来还要有具体的

细则来落实；基层的难题还没有解决，要求地方制定食品管理方面的法规，现在大多数没有制定出来。对于转基因食品、

网络食品等大众关心的问题的监管还有待于改进。

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 刘少伟

舌尖上的安全涉及国计民生。新《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大大地规范了食品安全问题，为消费者提供了切身的利益

保护，使消费者对入口的食品、保健品等能够更加放心。任何的法规都是一种监管手段，只有厂家真正有安全生产的意

识，做好产品，产品本身就是最好的招牌，消费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踏踏实实做产品，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

铸就百年品牌。

河北御芝林药业有限公司商务CEO 魏忠彬

“舌尖上的味道 身体里的给养”，常言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乎国策民生，值此新《食品安全法》实

施一周年之际，我国食品产业正经历由粗放向精细、由吃得饱向吃得好的转型升级过程。在国家各级领导的关怀重视下，

在全民共建食品安全秩序的大环境下，作为供给端的食品生产企业，嘉和鹏润十多年来一直以质量求生存、以安全为己

任，坚持食品安全生产标准和企业社会道德准则，从原料采购、研发工艺、生产流程、流通规范等方面高标准、严要求，力争

为国民奉献健康、美味、安全的特色食品。未来，我们将会一如既往地为社会提供一流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并将同社会各

界一起为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而努力。

北京嘉和鹏润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郝鹏飞

打造食品安全即“舌尖上的安全”是民生、民心工作。老百姓热切期盼吃得更放心，吃得更健康。没有全面的健康，就

没有全民的小康。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追踪产品的溯源。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打假保优维

权服务于十三亿消费者。食品安全成为每个中国人最担心的问题，吃到安全食品是每个中国人永恒的追求。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鲁乙颖还系《商品与质量》周刊社执行社长）

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打假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 鲁乙颖

食品安全关乎千家万户的生命质量，关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在新《食品安全法》实施一周年之际，呼吁社会各界尤

其是食品企业坚守道德良心，坚持以义取利的经营理念，不管在选材还是配方工艺方面都严把质量关，为老百姓提供安全

健康的食品，让老百姓吃得安全、用得放心。

一生健康创始人、全国慢病防控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高凡迪

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