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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苏丹红”、“ 三鹿奶粉”等事件人们还记忆犹新，近年来又不断出现“一滴鲜”、“牛肉膏”、“火锅红”、“地

沟油”、“瘦肉精”、“染色馒头”、“三聚氰胺”等报道，食品安全形势令人堪忧。如何能吃的放心已成为大家十分关注

的话题。今年以来，省政协已经收到关于食品安全的提案9件之多，这在前些年，是不敢想象的。食品安全问题如何

解决？政协委员们有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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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 请您把关”火热进行中
5月7日，合家福诚邀广大消费者参观安徽省最大的乳

制品生产、加工基地——安徽白帝乳业有限公司，并参观

了该公司先进的生产车间。

站在厂区门口大家就闻到了阵阵牛奶的浓香，在这里

几乎听不到机器的隆隆声，却有几分宁静。消费者依

次进入厂房后，白帝的负责人给消费者介绍了公司基

本情况，并对大家说：“每生产一滴奶都要从几百个管

道经过。”

“食品安全 请您把关”系列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合家福公

司期待您的参与，下期活动将于5月14日参观合肥金润米

业有限公司，有意报名参加的顾客可在马鞍山路购物广

场、高新区购物广场、临泉路购物广场、沿河路店、四牌楼

店、颍上路店、丹霞翠微苑店、安居苑店、南园店、CBD店、天

鹅湖店、鼓楼店、大通路店持身份证和会员卡到总服务台

报名。 孟银琴

卫生 黑商家背后有些无良科学家
“那些养奶牛的，他们懂啥叫三聚氰胺？那些养猪的，他

们又怎么知道瘦肉精这种化学品？很多人都在要求政府部门

加强检测手段的同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黑心商家的

背后，有一批无良科学家为他们撑腰。针对这些无良科学家，

我们也需要有手段对付。不然，我们刚加强了检测手段，他们

就会研究出新对策。”省卫生厅副厅长武琼宇说道。

据其透露，目前，省卫生厅已经确定合肥、阜阳等6个

市为我省一级监测点，覆盖全省人口达40%，设立10个异

常病例监测哨点医院，开展食品安全风险检测工作。

质监 流回餐桌的地沟油并不多！
说到食品安全，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首先想到地沟

油，地沟油也算是当今危害食品安全中“大哥级”的产物

了。前段时间，有某单位调查称，中国人每在外吃10顿饭，

就有1顿是地沟油做的。真有这么严重吗？

省质监局副局长高宗宏对此直摇头，他说：“根据我们

长期跟踪调查发现，地沟油回收后主要都是送到小型化工

企业，当做化工原料使用。真的要做成和色拉油一样的食

品用油还真从没发现过。我们曾对全省393家植物油企业

进行检验，发现都不含动物油脂，要知道如果里面添加了

地沟油，肯定或多或少会含有猪油等成分在里面。”

工商 违规添加剂食品多来自外省
从苏丹红到三聚氰胺，再到瘦肉精，食品中违规添加

化学品事件层出不穷。我省有吗？对此，省工商局副局长

徐礼国表示，在工商部门对全省食品企业的检查中，并未

发现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但我省市场上也确实存

在添加剂超标的食品，这些，主要是从省外流入的。

不久前，我省对15万～18万食品经营户进行了食品安

全检测，结果十分不乐观，我省食品安全形势非常严峻。

药监 餐厅鱼缸中发现孔雀石绿
药监局副巡视员高怀荃在会上表示，在7600多批次

对全省各类餐饮单位的抽检中，仍检测出微生物超标，抗

生素残留等问题。“此外，我们还在一些饭店的鱼缸中又检

测出了孔雀石绿。”

9件政协提案“剑指”餐桌
政协委员纷纷为食品安全支招

“点穴”食品安全
省政协委员精彩语录
亳州市政协副主席 王素英：

政府部门应该让媒体大胆披露市场上危害和妨碍人

民群众健康的食品名称，这样能对市民生活起到部分引领

作用，可以让普通群众少吃亏、少上当！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 陈定新：

很多人不知道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即使买了劣质食

品，在不严重危及人的生命时，一般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的态度去对待。这为低成本、低价格的劣质食品提供了

生存的温床。

省政协副秘书长 毛光祥：

一些生产经营者，有的没有进行必要的健康体检和取

得必要的经营资质，有的缺乏诚信，更有甚者，不法人员见

利忘义、造假掺假、坑害百姓，给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埋下

危害隐患。

芜湖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刘人人：

相关的工作还局限在一些重点食品、重点空间和重

点时段，还未能做到在全社会和全时段上进行监督和管

理，存在的盲点盲段比较多。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云燕：

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到或听到“请给我拿进口奶

粉”“你们这菜里不会用地沟油吧？”“我们不用你们的消毒

碗筷”等语句的时候说明了什么？说明人们已经开始对我

国的食品安全抱着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

蚌埠医学院教授 葛霞：

众所周知，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严

重危害健康。其中消化系统的恶性肿瘤如食管癌、胃癌、

肝癌和大肠癌在我省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较高水平，其

中重要因素之一与食品安全问题密切相关。

安徽省江鑫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汪江武：

据我了解，茅台酒给我们省配货限额只有 600 件，为

何满大街都有卖？怀宁铅中毒事件为何本地“查不出结

果”，非要到外地才行？ 记者 祝亮 记录整理

众所周知，小作坊、小摊点的食品卫生状况是个“重

灾区”，又多又不好管，咋办呢？农工党安徽省委提出，

对食品小作坊、流动经营的摊贩、大排档的监管应高点

定位，跨越定点露天大排档经营阶段，将小餐饮、小作坊

店面及加工场、房，比照全国食品安全先进地区银川市

的做法，纳入城市建设整体布局，尤其是社区建设布局

之中。由政府统一规划建设，统一管理，经营者花钱购

买或租赁店面进行经营，这样既有利于监管，又能为文

明城市创建提供必要的环境条件。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为了“政绩”、

为了“面子”，对一些食品安全事件总是采取遮遮掩掩

的态度。这样不行！省政协委员、亳州市政协副主席

王素英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定时在省内主要新闻

媒体发布我省当前食品安全相关信息，大胆披露市场

上危害和妨碍人民群众健康的食品名称，这样能对市

民生活起到部分引领作用，可以让普通群众少吃亏、少

上当，这应该是政府职能部门有能力做到的。

除此之外，严打和重奖这些传统的老办法也要用上。

省政协委员、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云燕就建议我省

相关部门必须严格执法，用足用好法律，对生产、销售假冒

伪劣和有毒有害食品要从源头上抓起，从严处罚。

并且设立有奖举报制度，建立举报信息网络，方便和

帮助消费者投拆维权，鼓励广大公民积极参与监督食品

安全违法活动。

其实地沟油流上餐桌的真不多！
我们的餐桌安全吗？厅局长们来解答！

把摊点、排档“打个包”

政府部门要大胆披露

大家一起去举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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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祝亮

“事实上，从地沟中挖出来的油，经过加工再回到

餐桌的，在我省真少见！”在昨日下午举行的省政协提案

办理（食品安全）专题协商会上，省政协委员们激昂发

言，相关厅局的负责人们也是讨论热烈。我们的餐桌安

不安全？且听厅局长们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