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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药监总局去年抽检食品16.8万批次
2015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按照“最严谨的标准、最严
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
肃的问责”强化食品安全监管，
共安排抽检食品16.8万批次，创
历年抽检之最，查办、督办153
件重大食品安全违法案件，完善
了一批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使
我国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实现了
整体提升。

最严监管覆盖食品
生产经营全过程

2015年，国家食药监总局共
安排抽检食品16.8万余批次，涉
及抽检项目近290项，检测项目
190余项，包括24大类125个食
品品种183个食品细类。

截至2015年底，总局已公
布42期抽检信息近11万条抽检
结果，转载发布各省级局抽检结
果1000余期，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高度认可。2015年抽检信息
公布的频次、内容、形式、查询和
管理等都有了质的飞跃。

据总局相关人士介绍，2015
年，抽检信息从原来每个季度公
布一次改为每周公布一次，同时
公布产品合格信息和不合格产

品信息，并将抽检情况、处置进
展、大企业名单、科学解读进行
全面公布，达到了化解恐慌、普
及知识和指导消费者的目的。

国家食药监总局还积极创
新监管方式，推进经营过程监
管。除了继续推进食品经营者
积分制监管工作外，还着力推
行大型食品经营单位风险自查
报告制度，采取企业自查和第
三方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启动
了大型食品经营企业食品安全
风险防范的“诊脉行动”。目
前，试点企业自查和第三方审
查工作已全部完成，试点企业
正在进行整改。

最严处罚震慑食品
不法企业

2015年，国家食药监总局加
强了重大案件查办工作，组织查
办青岛食用西瓜中毒事件、广东
广西“土榨花生油”系列案、保健
酒配制酒违法添加药物系列案、
调味料违法添加罂粟壳系列案
等重大违法案件，对涉案货值金
额巨大、案情复杂、社会影响大
的153件重大食品安全违法案
件进行督办。

同时，总局向各地交办了
550余件案件线索，并强化对案
件查处的指导监督。制定《食品
药品案件协助调查管理规定》，
推进跨省区违法案件查处工
作。与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
院、最高人民法院共同推进食品
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工作。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
品，要求地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的规定，启动对不合格食品
生产经营企业的调查工作，查明
不合格产品的批次、数量和原
因，追溯生产源头，制定整改措
施。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进行
行政处罚。

对抽检样品真伪发生争议
的，如销售企业不能证明其合法
来源，承担全部责任；生产企业
购进原辅料不合格导致产品不
合格的，同时不能出示采购原辅
料记录的，加重处罚；涉及其他
部门职责的，及时通报或移交有
关材料；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
机关。

对抽检发现同一企业多批
次产品不合格的，视情况停业整
顿，召回不合格产品，深入排查
原因，同时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实时督办5136件次不合格(问
题)产品核查处置。

新食安法强化地方
监管责任

被称为史上最严、新修订的
《食品安全法》于2015年10月1
日正式生效，《食品安全法实施
条例》正在修订中，全年共审核
出台食品安全规章5部，并对已
发布的食品安全法规进行了全
面清理。

据了解，2015我国已发布新
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57项，截
至目前，共发布新的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636项。国家食药监总
局针对监督抽检、风险监测等监
管工作中发现的标准缺失、不配
套、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主动向
卫生计生委提出30余项食品安
全标准制修订意见。按照食品
安全监管体系“十二五”规划要
求，已基本完成食品标准清理工
作，并计划于年底前完成标准整
合工作。同时还举办了两期食
品安全标准培训班，各省(市、区)
200余人次参加了培训，强化了
基层监管和检验人员对标准的
理解和执行能力。

为了强化属地管理责任，
国家食药监总局加强了督查考
评，2015年春节前，以国务院食
品安全办名义组织农业部、卫
生计生委、工商总局、质检总
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中国铁路总公司等6部门组
成5个联合督查组，对河北等9
省市开展春节期间食品安全重
点督查工作，通过督查发现问
题、限期整改，促使各地进一步
加大监管力度。

此外，国家食药监总局组织
起草了《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
办法》，将“四有两责”落实情况
纳入对地方政府食品安全工作
考核的重要内容，组织开展“四
有两责”在食品安全工作考核中
的应用研究、食品安全和公众满
意度测评研究，探索将有关内容
纳入考核办法，更好地指导和督
促地方履行属地责任。

通过食品安全城市创建
提高了地方加强食品安全工
作的积极性，目前全国共有15
个省(区、市)的30个城市参加
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有效
落实了地方政府属地管理责
任，群众对食品安全满意度有
了提高。

（新华网）

111吨进口啤酒葡萄酒被检不合格
专家称小心进口山寨食品

近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发布2015年12月进境不
合格食品、化妆品信息，共计229
批产品在入境检测时发现不合
格，其中，110.98吨进口啤酒、葡
萄酒因超过保质期、违规使用添
加剂、产品霉变等问题被销毁、
退货。中国酒业协会啤酒分会
秘书长何勇对此表示，进口食品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消费者应
理性选择。

外国啤酒也“山寨”

在此次抽检中，有5批次进
口啤酒不合格，24.33吨进口啤
酒被销毁，39.53吨予以退货处
理。德国的黑啤酒和西班牙的
海宁根啤酒均因包装不合格、
霉变被销毁；同样产自德国的
霍夫邦小麦啤酒和斯汀伯格黑
啤酒分别因超过保质期、包装

不合格予以销毁处理；西班牙
海尼根啤酒因包装、标签不合
格予以退货。

引人注意的是，啤酒检测
出的霉变到底从何而来？对于
啤酒的品质，消费者又应如何
甄别呢？

对此，何勇解释：“啤酒霉
变，正常情况下不太可能。但
如果是进口啤酒，很可能在长
途运输过程中，发生碰撞导致
瓶盖漏气。啤酒又属于发酵
酒，其中的有机成分接触氧气
后会发生变质。”

据了解，进口啤酒周期时间
较长，从提交订单、安排生产、再
到运输进港、检验检疫、出港等
流程，一瓶进口啤酒送到国内消
费者手中，最短需要3到4个月，
有的甚至需要6个月，这也是为
什么进口啤酒容易超过保质期
的原因。

“进口啤酒中有一些是国

内企业在国外定制的产品，也
有欧洲家酿，这些啤酒酿造的
工艺、品质并不比国内的好。
为了抢夺中国市场，一些欧洲
的小品牌也搞‘山寨’”，何勇表
示，在不合格名单中，西班牙生
产的海尼根啤酒、海宁根啤酒
就 与 喜 力 啤 酒 的 英 文 名
Heineken相近，这种“山寨”方
式在国外也很常见。

对于如何选购进口啤酒，何
勇认为，大品牌、好口碑的产品
应该优先选购，同时还应注意生
产日期。“不过，啤酒讲究的是新
鲜，新鲜的啤酒品质最好。”何勇
强调。

进口葡萄酒“霉变”

在此次抽检中，“霉变”的情
况也同样在葡萄酒中出现。一
批2014智利普通干红葡萄酒因

包装不合格、霉变被销毁处理。
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研

究员范文来表示：“葡萄酒出现
霉变可能性原因很多，储存条件
的变化、灌装前霉菌消毒不彻
底，或者运输过程中瓶盖漏气都
有可能引发葡萄酒变质。”据了
解，产生“霉变”一般与微生物有
关。在酿造葡萄酒的过程中，葡
萄在收获前或收获时受到霉菌
的污染，对葡萄酒也会产生严重
影响。

除此之外，在此次不合格名
单中，有7批葡萄酒检出超限量
使用食品添加剂山梨酸，其中6
批来自意大利安塔纳索酒庄，一
批智利的小羊桃红葡萄酒2014。

那么，什么是山梨酸，超量
使用山梨酸会对人体有何影响
呢？

“山梨酸是一种防腐剂，用
来杀死葡萄酒中的微生物。”范
文来说，国家对于此类添加剂有

明确的限量标准。据了解，山梨
酸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是安全
有效的，但消费者若长期摄入山
梨酸含量超标的葡萄酒，在一定
程度上会抑制骨骼生长，危害
肾、肝脏的健康。

对于进口葡萄酒，有业内人
士表示，除正规渠道进口以外，
还有相当数量的葡萄酒是从非
正规渠道进口，或者是整桶进口
后在国内灌装，由于这些葡萄酒
未经检疫部门检验，其品质、卫
生状况均难以保证。在此次抽
检中，被检出的不合格进口葡萄
酒高达47.12吨，其中，23.81吨
被销毁，23.31吨予以退货。

对于如何选购葡萄酒，范文
来表示，消费者不应以国内、国
外区分品质高低，可根据口感选
择知名品牌，认清中文标识，尽
量在大型商超购买，以确保产品
质量以及可能出现的售后问题。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