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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消费者网上购
买食品应选择在有经营食品资质的网店购买，收到货物后，应仔

细查看食品外包装和食品标签标识。
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即销售者持有有效的

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购物后应索取并保
留好发票、购物小票等凭证；不要购买无任何标识的食品。

网上购买食品应选择有经营食品资质的网店，即网店购买主页面显著
位置公示有经营者有效的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流通许
可证。收到货物后，要仔细查看食品外包装和食品标签标识。注意保质期
限，尽快食用。在外出就餐时，避免在无餐饮服务许可证的单位及流动摊
点消费。

此外，消费者外出就餐或购物后都应主动索取并妥善保存发票等
消费凭证，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及时拨打投诉举报电话 12331

与当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联系。
（线索提供：杨国猛）

重点阅读
HENAN LEGAL DAILY 0303责任编辑 牛亚丽 校对 孟杰曼

E-mail:hnfzbbjb@126.com 20172017//0101//2626

春
节
临
近
谁
在
守
护
﹃
舌
尖
安
全
﹄

□

记
者
王
园
园\

文
宁
晓
波\

图

1月22日，记者从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了解到，为确保春节期间食品安全，
增强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性和
问题针对性，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 2017年春节
专项抽检，经初检，合格率约为97.7% 。

近日，记者跟随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执法大队来到农贸市场、食品批发
市场、超市及食杂店等随机抽查样品。经
严格检验后，记者发现，本次抽检共有 28
批次产品不合格，涉及淀粉及淀粉制品、
速冻食品、蜂产品、食用农产品4大类。不
合格食品中，淀粉及淀粉制品出现问题最
多，有20批次，但不合格项较为集中，均为
二氧化硫残留量或铝的残留量不合格；速
冻食品 2批次，为大肠菌群超标；蜂产品 3
批次，为超范围添加甜蜜素；食用农产品3
批次，为农兽药残留超标。

本次不合格淀粉及淀粉制品中多为
粉丝或粉条类，而此类中二氧化硫残留量
或铝的残留量超标为常见问题，尤其是铝
的残留量，因为此类产品在加工中会加入
硫酸铝钾、硫酸铝铵等膨松剂，根据国家
卫生计生委《关于批准——半乳糖苷酶为
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等的公告（2015年 第 1
号）》的规定，粉丝 、粉条中硫酸铝钾、硫酸
铝铵等膨松剂需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铝
的 残 留 量 ≤200mg/kg（干 样 品 ，以 Al
计）。大肠菌群在温血动物粪便和自然界
广泛存在，是评价食品卫生质量的重要指
标之一。食品中受到大肠菌群污染，潜伏
着食物中毒和流行病的威胁。微生物指
标超标，表明企业产品存在卫生质量缺
陷。呋喃唑酮为抗生素类药物，农业部公
告第 235号《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
限量》将呋喃唑酮列为禁止使用药物，不
得在动物性食品中检出。磺胺总量为兽
药残留，农业部公告第235号《动物性食品
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规定在动物肌肉、
脂 肪 中 的 磺 胺 总 量 最 大 残 留 限 量 为
100μg/kg。

据通告，针对抽检发现的问题，该局
已依法将初检不合格结果告知生产经营
单位并启动核查处置。对于初检不合格
样品，该局已涉及外省生产企业或者涉及
种植养殖及畜禽屠宰环节的，已按规定移
送、通报相应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或者
有关农业畜牧部门进行查处；对于不合格
样品涉及省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已要求郑
州、漯河、驻马店等市县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对涉及单位依法处理，并责令其查
清不合格产品的批次、数量、流向，召回不
合格产品，采取下架等措施控制风险。

“有关食品安全的报道没有以前那么多、那
么频繁了。”在郑州工作 3年的周洋感觉对食品
更放心了。他表示，除了食品卫生问题，自己还
关注激素注射、药品残留等问题。

“买肉一定要去正规连锁肉店，不能在街边
小店买。叫外卖一定要找大的商家，小店还是会
出现监管不到位的情况。”市民常小姐对食品的
采购很有经验。

“查处一批就要曝光一批。像海鲜、肉类等
容易滋生细菌，也出过问题，就要着重检查。像
零食、罐头等，最好在包装的醒目位置写清楚生
产的主料、配料。此外，要坚决依照食品安全法
和我省‘三小’规定，规范小作坊、小摊贩、小餐

饮。”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过去一年，从日常监管信息来看，食品安全总体
形势稳定向好，不断改善。但是，受农药、化肥、
农用地膜等仍存在使用过度的影响，畜牧和水产
养殖环节违规使用兽药、激素和生产调节剂等现
象还不同程度存在，显示农产品源头污染对食品
安全还具有较大负面影响。

近年来，我省对食品安全问题重拳出击，加
上出台针对添加剂滥用、非法添加等食品问题追
究刑责的司法解释，各级相关部门联合执法严厉
打击食品添加剂乱象。然而，受违法生产经营日
益隐蔽、网络监管手段落后等因素制约，食品违
法、违规生产经营问题还难以完全禁止。

食品安全是大事。记者从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获悉，2016年，我省全年共开展各类专项
治理行动 20多个。食品安全方面，我省组织开
展了农村食品安全“扫雷”行动、“餐桌安全治理
——主食行动”以及食用农产品、学校食堂等专
项整治。药品安全方面，组织开展了药物临床
试验数据、药品委托生产、美容美发场所化妆品
安全等专项检查。医疗器械安全方面，组织开
展了贴敷类医疗器械、定制式义齿产品等专项
整治。特别是在全国率先开展了药品流通领域
专项整治，全省共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 10 家、
撤销药品GSP证书 25家，收回药品GSP证书 96
家，警告 2541家，责令整改 3169家，整治力度和
效果为历年来最大。加强改进监督抽检方面，
出台了《食品安全抽检监测管理办法》《食品抽
检信息发布工作规范》《食品检验检测机构遴选
管理办法》《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管理办
法》等制度。安排省级食品（含保健食品、食品添
加剂）抽检 3.71万批、药品 1.5万批、化妆品 3000

批、医疗器械400批。
从治理角度讲，还需要以最严的监管体系

来托底，在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严格食品
安全行政执法程序、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等方
面下功夫。2016 年，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多
措并举推进法治建设，依法治理水平加快提
升。一是健全法规标准体系。拟订了《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办
法》《食品安全法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医疗器
械监督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出台了

《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等 11 份规范性
文件。二是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确定 2016 年
为依法行政“基层提升年”，召开现场会推进
全省系统服务型执法。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
育，配合省人大开展了《食品安全法》执法监督
检查，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 43件。三
是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开展行政执法专项监督
检查，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行政复
议程序，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101件。

“当然，维护食品安全，不仅需要政府发力，
还需要社会共治。”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闻宣
传处处长卫跃川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食品安全关
乎国计民生，只有实现严密高效的社会共同治理
模式才能真正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卫跃川建议，一方面，政府要想解决有限监
管力量与无限监管对象之间的矛盾，仍然要有猛
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要以严谨的标准、严
格的监管、严厉的处罚、严肃的问责完善现有监
管体系，以查出一个，达到震慑一批、警示一片的
良好效果。要以绝对的高压态势打掉不法企业

的保护伞，提高黑心商家的违法成本，事实早已
证明，“挠痒痒”的处罚只会“劣币驱逐良币”，反
而产生更多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群众的力
量是无限的”，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政府也应转变
思维，不再大包大揽，由“政府管理”上升为“社会
治理”，生产企业、社会组织，甚至每一个消费者都
应该全部纳入食品安全的监管体系中来，织密天
网，才能疏而不漏。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希望
吃到毒大米、地沟油，每一家企业无不希望诚实经
营，健康成长。而激发社会共同治理的热情，政
府还需切实惩恶扬善，狠刹歪风，弘扬正气。

公众食品安全满意度开始缓慢增长

整治力度和效果为历年来最大

实现严密高效的社会共同治理模式

发现问题及时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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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食品消费已进入一
个高峰期。你家的年货置办好了吗？为

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饮食安全，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已经部署全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加强节

日期间食品监督检查和风险隐患排查，加大对食品
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做好节日值班和应急值
守。对于春节期间大家的食品消费，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给了大家一些建议，希望大
家过一个健康、祥和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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