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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的不安全因素存在于人类食物链从原

料生产、加工、贮运、销售直到消费的整个过程

的每个环节，其中可能小部分是因农业、工业发

展带来的各种污染，而更多的则是因为道德水

平低下甚至缺失或对食品安全性了解不够等人

为因素。食品安全领域社会公德意识缺失。

“部分食品生产经营者不讲诚信、道德缺失，

诚信环境亟待改善”。昨日，花建慧在报告中，

也对这一现象痛批了一番。据悉，下一步我省

将加快食品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完善各类食品

生产经营单位的信用档案，推行食品生产经营

者违法“黑名单”制度。并将在全省乳制品生

产、肉类加工、罐头加工等行业中筛选100家食

品生产企业，开展诚信体系建设试点。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多、小、散’特点突

出，无证照经营的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问题

突出，初级农产品生产主要依靠一家一户的方

式。”花建慧昨日在报告中说到，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迅速推进，我省食品产业加速发展，食品

产业的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程度偏低的问

题日益凸现。

去年以来，我省质监系统以滥用食品添加

剂和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等为重点，共检查食

品生产企业和加工小作坊13000余家，监督存

在问题的近900家企业、加工小作坊进行整改，

吊销生产许可证或取缔4家，依法处理46家。

我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尚处于起步阶段，

覆盖面较小、抽检批次不多，特别是基层检验

检测技术手段相对落后、专业人才较为缺乏，

加之一些地方安全投入保障不足，全省食品安

全技术保障水平和预防控制食品安全风险能

力亟待进一步提升。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并组织实施了全省年

度监测方案，确定合肥、阜阳等9个市为省一

级监测点，设立了10个异常病例监测哨点医

院，及时消除了食品安全隐患。

因为食品安全和追踪惩罚的法令制度不

健全或者徇私舞弊，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危害

继续扩大。截至8月底，全省已发生食物中毒

事件36起，中毒347人，死亡6人。问题食品

涉及面越来越广，制毒制劣手段越来越隐蔽，

隐患仍然存在，形势依然严峻。

“面对新形势下食品安全工作的复杂性、艰

巨性，有的监管部门存在着畏难情绪，工作中往

往被动应付。”在昨日的报告中，花建慧直言，有

的地方对食品安全隐患治理工作重视不够。

问题四：部分经营者道德缺失

问题三：监管存在畏难情绪

问题二：风险监测尚处于起步阶段

问题一：“多、小、散”小作坊横行

记者从省政协获悉，2010年～2012年，

共提交提案2731件，立案2721件，共有131

件被评为优秀提案，其中今年共有43件入

选。而这43件优秀提案中不少是关注民生、

关注细节的话题……

高层建筑屋顶建停机坪抵御消防隐患

目前，我省高层建筑正朝着现代化、大

型化、多功能化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也带来

了严重的消防隐患。省政协委员王雪松在

名为《关于加强我省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监管

力度的建议》的提案中表示，消防车喷水高

度有限，只有30～40米高，很难扑灭超过此

高度的着火部位的火源。因此，他建议高层

建筑屋顶建停机坪，假如高层建筑发生火

灾，下面通道被封堵，可借助屋顶停机坪通

过直升机进行人员救助和灭火。

将养老产业用地“强制”列入城市规划

“较为公益性质的养老产业土地的出

让、投资、建设等给政府带来的收益不大，因

此政府对养老产业的建设积极性不高”。省

政协委员徐培坤在其《建议稳步推进商业化

养老》的提案中，建议我省率先统一给予养

老产业合理的优惠和扶植政策，鼓励地方政

府发展养老产业。或可将诸如养老产业用

地等项目“强制”列入未来城市规划中，以规

划、指标来促进养老产业的发展“提速”。

建设全省PM2.5监测网络体系

在名为《加快安徽省PM2.5监测网络体

系建设》的提案中，省政协委员钱江建议，建

设省级、地市级灰霾监测系统。鉴于目前各

地多发的灰霾天气现象，有必要建设省级、

地市级的灰霾监测系统，以搞清各地产生灰

霾的成因（各地虽然都存在相同的霾问题，

但成因却有差异，建设成套的霾监测系统可

以摸清各地的PM2.5污染成因及各种成因的

贡献率，为提出相应的防治对策提供依据）。

给中小学教室一个优质的光环境

当前，我国中小学生近视发病率居高不

下，居世界前列。研究表明，中小学生用眼

环境的不善是导致近视的主要原因。

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在名为《关于改善我省

中小学教室光环境》的提案中，呼吁我省分期

分批地对全省幼儿园、中小学的教室照明进行

全面改造，通过优质的教室照明环境大幅度减

缓学生的视觉疲劳，抑制减缓近视的发生。

今日，省人大
专题询问食品安全
八部门厅局长将“接招”

星报讯（记者 俞宝强） 面对百姓关注

的食品安全问题，如何整改与完善？

今日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将就全省食品

安全情况开展专题询问，这也是本届省人大

常委会最后一次专题询问。

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百姓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据了解，此次食品安全专题询问将

与“食品安全江淮行”活动和代表建议重点督

办同时进行。

据悉，为了让此次专题询问，更为精彩，

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已在今年8月下

旬至9月上旬，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食品安

全工作的专题调研。

涉及的市县点多面广，调研中直接与老

百姓、食品企业交流，采取了明察暗访多种形

式。并通过网站、邮箱、书面、信函各种渠

道，收集了大大小小150多个问题，涉及食品

安全的各个方面。

在今日下午的专题询问中，省食安办、省

卫生厅、省农委、省商务厅、省工商局、省食

药监局、省质监局、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八

部门主要负责人将接受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和省人大代表们的问询。

记者 祝亮

给中小学教室一个优质的光环境
省政协今年43件优秀提案揭晓，更关注民生细节

部分经营者不讲信用、道德缺失

副省长“揭”食品安全四大问题
“部分食品生产经营者不

讲诚信、道德缺失，诚信环境

亟待改善”。昨日，省十一届

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上，

副省长花建慧作了“关于全省

食品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

我省3年来，共查处食品违法

案件1.6万件。在成绩面前，

花建慧也直“揭”当前我省食

品安全的四大问题。

记者 俞宝强

食品是否安全？关系到每

个人的健康。那么，我省食品

安全工作又是“啥样”？市民对

此备受关注。

昨日，花建慧在报告中，对

我省食品安全工作情况给出了

详细“答案”：有成绩，有问题。

《食品安全法》实施3年来，

工商系统共出动执法人员近

128万人次，抽检食品8.1万组，

查处食品违法案件 1.6 万件。

药监系统推进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和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工作，开

展旅游景区、中高考餐饮服务

等13项重点领域、重要时段、关

键环节的专项治理。商务系统

开展“放心肉”体系建设试点。

目前，经前期审核清理，全省原

有的1282家屠宰场中，有678

家不符合要求的已被关闭。检

验检疫系统加强源头监管，严

格基地备案制度，强化进出口

食品检验检测，结合实际把监

管网络向基层延伸。目前，合

肥市县乡村共设立12个三级网

格，152个二级网格，1840个一

级网格，“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网格体系基本建成。

成绩单：
3年查处1.6万件
食品违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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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民族工作情况报告

全省共有2572名
少数民族干部

星报讯（记者 俞宝强） 昨日，记者从省

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上获悉，我省

属少数民族散居省份，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统计，我省55个少数民族成分俱全。

据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孙丽芳介绍，

现有少数民族常住人口39.56万人，占全省

总人口的0.66%。

其中，阜阳、亳州、合肥、六安和滁州等5

市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62.72%，铜陵市少数民族人口最少，只有

2949人。

回族、满族、畲族为我省世居少数民族，

其中回族人口最多，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

83.92%，居全国第9位。

目前，全省少数民族干部共有2572人，

占全省党政机关干部总数的1.16%，其中县

处级以上194人，均明显高于少数民族人口

占全省总人口0.66%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