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型案例

我省“四打击四规范”专项整治初见成效
共检查食品生产单位2853户次 取缔无照经营户135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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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凤阳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日
常检查过程中，发现了一家使用“问题鸭血”的
饭店，该局顺藤摸瓜，全力排查，一举捣毁了位
于门台镇某村制作“问题鸭血”的加工窝点。这
次排查行动只是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
展农村食品“四打击四规范”专项工作中的一个
普通案例而已。目前，我省“四打击四规范”专
项整治已初见成效。

10月27日，省食药监局派出3个督查组，
分赴安庆、铜陵、阜阳、亳州、芜湖、宣城和广德、
宿松等地，督查农村食品市场“四打击四规范”
专项整治行动工作。

石跃新 记者 赵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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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
推行全新的食品监管模式

芜湖市在开展食品市场“四打击四规

范”专项整治行动期间，重点加强食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实名登记备案和食品及食

用农产品批发（农贸）市场专项整治试点

工作，尝试推行一种全新的监管模式，即

在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市场监管强调“一

个主体一张表九个重点”。所谓“一个责

任主体”，即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业主落

实主体责任；“一张表”即《芜湖市食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现场检查量化分级表》；“九

个重点”即人员管理、采购管理、场所环

境、设备管理、储存管理、检验管理、标识

管理、销售管理、食品添加剂管理。

自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以来，芜湖市检

查食品生产单位 205 户次，检查食品经营

户1562户次。 石跃新 记者 赵莉

亳州：
举报药品安全违法可奖20万

亳州市谯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

了药品安全违法案件举报奖励办法，最高

奖励标准可达20万元。

据介绍，凡举报生产（配制）、经营假

药、劣药,无证生产（配制）、经营药品等药

品违法经营行为，经过查证举报情况属

实，将给予一定的奖励。同时，对受理举

报和进行奖励将严格实施保密制度，确保

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办法》规定，对涉案货值金额不足

5000 元（含 5000 元）的奖励 1000 元；对涉

案货值金额 5000 元至 10000 元（含 10000

元）的奖励2000元；对涉案货值金额10000

元以上的按货值的25%奖励；奖励最高限

额不超过20万元。 王乾 记者 赵莉

固镇：
专项监督检查食用动植物油

不久前，固镇县开展了食用动植物油

及其制品生产加工的专项监督检查。

此次检查对象不仅针对食用动、植物

油及其制品获证企业，还包括相关的生产

加工小作坊，主要检查生产者资质、进货

查验、过程控制等食品生产环节，重点检

查生产线、灌装线是否使用塑料管道，原

料油、成品油存放是否使用塑料容器，出

厂产品包装是否使用塑料瓶（桶）及塑料

盖（垫）。 陈娟 记者 赵莉

问：生活中，很多消费者反映，自己

购买的一些食品过期了，看着也没有什

么变化，扔了挺可惜的，不知道过了保

质期的食品还能吃吗？

答：过了保质期的食品，有些还是

可以吃的。您知道吗，其实保质期更准

确地来说应该叫最佳食用期。它是食

品生产厂家标注在包装上的承诺。也

就是说，在保质期内，在规定的贮存条

件下，生产厂家承诺食品的风味、口感、

安全性各方面都有保证，消费者可以放

心食用。如果出了问题，厂家需要承担

相应责任。

食品过了保质期，是否就意味着不

能吃了呢？不是的，食品保质期不等于

食品最后可食时间。过期食品并不是必

然带来食品安全问题，只是过期食品发

生食品安全问题的可能性会大于在保质

期内的食品。食品是否能吃，主要看食

品是否腐败变质。所以如果过了保质

期，食品并没有发生腐败变质，就把它丢

弃，也会造成很大的浪费。 记者 赵莉

过了保质期的食品，有些还可以吃

副省长花建慧（中）率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赴合肥各县区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农
贸市场检查食品药品安全、市场供应等工作。

重点监管城乡接合部、校园周边

今年9月1日，全省启动农村食品

“四打击四规范”专项行动。

9月28日，副省长花建慧率省直相

关部门负责人赴合肥各县区食品生产

加工企业、农贸市场检查食品药品安

全、市场供应等工作。省食安办主任、

食药监局局长徐恒秋多次深入市、县督

查检查，要求各级食品药品监管和市场

监管部门把此次“四打击四规范”专项

行动作为当前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

中之重，集中力量，以解决农村食品市

场存在的突出问题为着力点，强化执法

办案，严厉查处生产经营假冒伪劣食品

违法行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健全监

管制度。

省食药监局针对城乡接合部、校园

及其周边、旅游景区、自然村等重点区

域，批发市场、集贸市场、农村庙会和集

市、农村中小食品生产企业和小作坊、

食杂店、小餐饮等重点场所，群众日常

大宗消费食品、儿童食品以及民俗特色

食品等重点品种，作为“四打击四规范”

的突破口，一些大案要案的查处有效地

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

共检查食品生产单位2853户次

截至目前，全省共检查食品生产单

位 2853 户次，其中食品生产小作坊

1540 户次；检查食品经营户 35216 户

次，其中校园及周边食品经营户5219户

次；检查批发市场、集贸市场等各类市

场1047个次，取缔无照经营户135户。

针对目前食品药品监管执法难度

大、执法力量短缺的问题，省食药监局

主动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组织好

工商、农业、公安和基层各个监管部门

的执法力量，共同做好专项整治行动。

利用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以及乡村

广播站等渠道，普及食品安全法律法

规、常识、假冒伪劣食品鉴别、消费维权

等方面的知识，强化食品安全意识，通

过12331投诉举报平台，已受理食品举

报120件。并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开展

鼓励企业员工参与食品安全监督活动，

大力推行“吹哨人”制度，调动公众自我

保护和参与监督积极性。

淮北：假冒侵权口子酒窝点被端掉

著名的口子酒遭遇假冒侵权，淮北

市工商局执法人员联合公安部门经过

多日连续蹲守，将制假窝点一举端掉。

据介绍，在濉溪县临涣镇一处浴池

后隐藏着大型灌装假冒侵权五年、六年

口子酒的窝点，执法人员现场查扣大量

侵权白酒、包装物及灌装工具。其中，

现场查获当事人已灌装待售的侵权五

年、六年口子窖474瓶。

经进一步调查核实，当事人已售出

侵权五年口子窖酒6000瓶，累计涉案

金额为71万余元。

蚌埠：村民未经许可制售卤制品

蚌埠市固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

法人员对任桥镇沟东村居民陈为云租

赁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现场发现松香

块32.5公斤、未加工的猪头74公斤、锅

内有加热融化的松香，陈为云正准备用

松香加工生产肉制品。

经查，当事人于2012年 9月 30日

起，未经核准登记颁发营业执照，在固

镇县任桥镇沟东村租赁房屋内从事卤

制品加工销售，当事人使用的松香经检

验为工业松香。2014年 9月 15日，该

局已将该案移送固镇县公安局处理。

淮北：“三无”月饼小作坊被取缔

中秋节前夕，淮北市杜集区朔里市

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对辖区内的月

饼市场进行了专项整治，检查中发现，

市场上多家超市、商店销售同一种散装

月饼，包装上无任何标识，属典型的“三

无”食品。

经查实，这些月饼均从同一家月饼

加工小作坊购进，执法人员顺藤摸瓜捣

毁了这家月饼加工小作坊。该作坊无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从业

人员无健康证，现场无防尘、防蝇措施，

生产的月饼、糕点无任何标识，执法人

员依法查缴“三无”月饼100余公斤。

凤阳：“问题鸭血”窝点被查封

不久前，凤阳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

员在检查中发现某餐饮服务单位使用

的鸭血存在质量问题。

该局执法人员经多方走访调查、严

密布控、连夜守候，于9月11日一举捣

毁了位于门台某村内用于制作“问题鸭

血”的加工窝点。执法人员当即对现场

设备、成品和半成品鸭血进行了查扣。

现已对当事人立案调查。

（扫一扫二维码加关注，不花一分钱学知识，还

有机会赢得价值300多元的精美常用药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