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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岗教师开始岗前培训
记者昨天从有关部门获悉，我省今

年招聘的3808名特岗教师昨天起开始培

训，所有特岗教师将在今年秋学期分配

到各农村中小学任教。

陈挚 记者 桑红青

这个第一最好不要有
我省疟疾发病数仍居全国第一，防

治能力相对薄弱。昨天，我省消除麻疹、

疟疾工作会议暨全球基金疟疾项目启

动，省卫生厅宣布，到2015年，实现无本

地感染疟疾病例，2018年，实现消除疟疾

目标。 陈旭 记者 王松青

今天，你排队让座了吗？
8月22日上午，马鞍山市“排队日”、

“让座日”活动签名承诺仪式在大华广场

举行。从本月起到明年12月，该市将深

入持续开展以“我排队，我礼让，我文明，

我快乐”为主题的“排队日”、“让座日”活

动。每月11日为“排队日”，每月22日为

“让座日”。 记者张火旺

省十二运女篮比赛收官
8 月 22 日下午，安徽省第十二届运

动会女子篮球冠亚军比赛在淮南市体育

文化中心举行。黄山市代表队以 58:31

战胜宿州市代表队，荣获女子篮球冠军，

宿州队、芜湖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陈彬记者 圣林

星报讯（刘宝 记者 张火旺 文/图） 自

8月12日起，本报开展的“寻找英烈亲人”行

动，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肯定，《亳州晚

报》、亳州新闻网以及阜阳新闻网等多家媒

体转载，亳州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滚动推出英

烈名单。不少市民致电本报热线，表示要尽

自己一份力，为英烈找到亲人。截至目前，

除已找到亲人的5名英烈外，又有两名英烈

情况得到初步确认。

大伯一心打鬼子放弃结婚

连日来，本报寻亲热线不断响起，家住

颍州区程集的谢先生打来电话说，其中一名

烈士很有可能是他妻子的大伯。据谢先生

介绍，以前岳父在世的时候，经常给他们讲

起大伯抗日故事，所以他的印象特别深刻。

“我妻子的大伯叫郝振江，抗日时参的军。”

谢先生说，大伯曾经在1940年回家探亲过

一次，当时家里希望他能留下来，并打算给

他说一门亲。“结果大伯不愿意，说还要打鬼

子，偷偷返回部队，之后就杳无音信了。”

“岳父以前住在颍州区颍西办事处郝庄

行政村。”谢先生说，看到大伯的名字在皖北

英烈名单上时，全家人都特别激动。”

碑刻籍贯可能误写了

老家住在颍泉苏集郭庄的李先生打来

电话说，他外公的堂弟也参加了抗日战争，

“听家里的老人说，姥爷的堂弟名叫戴玉得，

参军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李先生说，日前看

到报纸刊登的皖北英烈名单，自己意外找到

戴玉得这个名字。

记者翻阅英烈名单进行比对，上面记录

着“列兵，戴玉得，蒙城，三十一年一月六日

（1941）阵亡宿松”的字样。“我姥爷家是阜阳

的，但碑刻却把籍贯写为蒙城。”李先生说，

虽然不能确认是不是姥爷的堂弟，“但我们

还是保留了一线希望，近几日将回老家进行

核实，争取获得更多的信息，同时也为碑刻

英烈寻亲尽一份力。”

抗日英烈，浩气长存。欢迎社会各界

人士提供相关信息、资料，和我们一起加入

寻找英烈亲人之旅的行动中。本报联系电

话：0551-5223760，18919620415。

就烤鸭油问题，昨日下午，记者先后采

访了合肥市卫生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工商

局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但四部门均表

示管不到烤鸭店烤鸭油问题。

合肥市卫生局一负责人称，在用油方

面，对油的进货渠道要有证有据。但街头

烤鸭店烤鸭油问题不属于他们监管，只有

烤鸭油流向了饭店他们才能查处。

合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称，对烤鸭油的监管涉及到质监、工商等

多个部门。在外省一些地市都有一个关于

食品安全监管的办公室，而合肥没有。

合肥市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食品办相

关负责人称，对食品是分环节监管的，他们

的职责是对生产企业和小作坊进行监管。

而根据合肥市政府的界定，现做现卖的烤

鸭店不属于小作坊，应属于工商部门监管。

合肥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称，烤鸭属

于餐饮，所以应该由卫生部门来监管。工

商部门只负责发证，而烤鸭店的烤鸭油问

题，他们监管不了。

本报寻找烈士亲人活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又有两名英烈情况初步确认

万花筒

卫生、质监、工商和食品部门均表示不属自己管

烤鸭油监管处于“真空”状态
在省城街头，一些烤鸭店对外销售含有致癌物质的烤鸭油，这些鸭油大部分流向了小吃店，被当

成加工制作麻辣烫、烧饼、油条、包子、烧烤等食品的原料（昨日本报已进行报道）。此事经本报披露

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读者纷纷致电本报，谴责销售烤鸭油的烤鸭店和一些使用烤鸭油的小吃店，

同时希望相关部门负起监管责任，杜绝烤鸭油流向餐桌。针对烤鸭油监管问题，昨日，记者先后联系

了合肥市卫生、质监、工商和食品等部门，但相关负责人均表示不属于他们监管。 记者李尚辉

星报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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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本报关于烤鸭油的报道后，不少

读者都感到很吃惊和担心，并对小吃摊点

上的食品感到畏惧。

“看到关于烤鸭油的报道后，我感到非

常吃惊，没有想到烤鸭油的危害那么大，其

严重威胁着消费者的健康。”昨日早晨，省

城张先生看过本报关于烤鸭油的报道后立

即致电本报，他说：“从事烤鸭油销售的烤

鸭店和使用烤鸭油的小吃店在利益的驱使

下，完全丧尽了良心和道德。相关监管部

门一定要加大监管力度，从源头上杜绝烤

鸭油流向餐桌。”

王女士看到本报报道后说，每次到菜

市场买菜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烤鸭店

老板在用塑料桶在烤箱底部接油，但没有

想到烤鸭油的危害竟然比地沟油还要厉

害。“估计自己平时在外吃早点时也吃了不

少烤鸭油，现在想起来很恶心。”

“从源头杜绝烤鸭油流向餐桌”

四部门均表示管不了烤鸭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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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有阵亡名单的石碑

政府成立相关职能部门，意在为民众提

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当食品安全出现雷区，

监管部门的第一反应不该总是拿“不在服务

区”来搪塞。烤鸭油从烤箱流出，到进入市

民口中，这个过程涉及到生产、销售、卫生等

方方面面，虽说不是哪一个部门可以“全程

包管”，但也不能一听说有问题，各部门就摆

出一副与己无关的姿态。

其实，正如相关负责人所言，外省有

成立食品安全办公室的做法，专门应对

类似烤鸭油这种看似都能管，而又都管

不了的情况。既然如此，何不将其作为

行政执法的一种参考，早日采取有效措

施？政府转变工作职能，更应以培养主

动服务意识为先！

食品监管为何屡屡“不在服务区”？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