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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联动、多管齐下：保障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 � � �

“这里的蔬菜既新鲜又干净，品种也
多，还明码标价，比以前从路边的菜贩那
里买菜要好太多了。 ”

12

月
2

日早上，在
新玛特超市里，市民孙玉凤大妈高兴地对
记者说道。确实如孙大妈所说，现如今，随
着农超对接的日益健全，越来越多的农副
产品直接走进了大型超市与集贸市场，无
论是时令蔬菜、新鲜肉蛋，还是反季产品、

热带水果，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见过的
和没见过的，都应有尽有。采访中，许多市
民都表示，他们现在更愿意到附近的超市
或大型农贸市场去买菜，因为这里的蔬菜
价格更透明、管理更规范、质量更有保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随着人们
对健康的追求，食品安全已经成为一个随
时牵动公众敏感神经的词汇。食品安全不
仅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 而且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据了解，今年以来，市工商局把加强商场、

超市及其周边食品安全、保障消费者的身
心健康与人身安全，作为深化为民服务创
先争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履行流通
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能。

2

月至
10

月，全
市工商系统共检测蔬菜

25

个品种，

200

余个批次，食用油
26

个批次，并先后开展
了酒类、肉类、乳制品、毒豆芽等专项整治
行动，取缔无照经营食品场所

25

处，检查
食品经营场所

7860

多户次， 查办食品案
件

132

件， 下架不合格食品
367

公斤，为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30

余万元。

数量众多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在给
市民日常生活提供方便和美味的同时， 也常
常因卫生环境差、 质量安全状况不佳而给人
们身体健康带来隐患。 为此， 市质监局结合
《河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
理办法》，实行多项举措，进一步有效规范了
小作坊生产经营行为。 据悉，市质监局河、

平桥分局专门抽调稽查人员， 出动执法人员
达

300

多人次，对中心城区食品加工小作坊，

分街道分路段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已排查

食品加工小作坊
476

家，发放《食品加工小作
坊预登记证》

209

张，签订食品生产加工小作
坊承诺书

209

份，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267

份。在排查过程中，有
218

家食品小作坊通过
整改，达到卫生标准要求；有

49

家食品加工
小作坊因卫生条件较差，无三防设施，无进销
台账，不具备整改条件，被依法取缔。

药品安全关系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

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是广大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之一。近
年，市卫生局、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按
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凝心聚力，狠抓落
实，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全市药品
质量监督性抽验合格率一直保持在

98%

以上，药品质量状况良好，切实保障了全
市人民用药安全。

今年
8

月下旬， 市卫生局全力开展打
击非法行医“亮剑行动”，前后出动

40

余名
监督员、

8

台卫生监督执法车辆， 联合对市
区内的口腔、 医疗美容行业进行了突击检
查， 共查处非法口腔诊所、 无证诊所等

5

家，现场取缔
3

家，捣毁牌匾、灯箱
6

块，查
封药品

4

箱，没收违法医疗器械
2

箱。 与此
同时，各县区卫生监督机构按照省、市的统
一部署，出动

140

余名监督员、

34

台卫生监
督执法车辆在当地开展突击行动， 共查处
非法行医

40

家， 现场取缔
28

家， 捣毁牌
匾、灯箱

26

块，查封药品
29

箱，没收违法
医疗器械

9

箱。

卫生部门的突击行动，给群众就医安
全提供了保障，但同时群众的用药安全也
事关重大。 今年

9

月，市食品药品安全科
普宣传暨“全国安全用药月”活动举行。工
作人员通过设置展板、 发放宣传材料、开
展药品安全咨询、现场受理举报投诉等多
种形式，全面普及食品药品安全知识。 通
过举办活动， 广泛宣传了药品监管法律、

法规和安全用药、 合理用药基本知识，提
高公众饮食用药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倡导“科学饮食、合理用药、健康生活”

的良好风尚，为广大市民营造了良好的食
品药品安全环境。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系列策划
/

曾宪科张继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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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中提出， 要坚
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方向，坚
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
西医并重， 按照保基本、 强基
层、建机制要求，重点推进医疗
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
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完
善国民健康政策， 为群众提供
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
和基本医疗服务。 其中明确提
出，要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健全
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要改
革和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
制机制。

医疗保障、医疗服务：为老百姓撑起健康保护伞
� � � �

近日， 在市中心医院住院部一楼，家
住光山县的李志胜正在复印病历，他的老
伴儿马素芳上个月在光山县人民医院被
诊断出患有乳腺癌，最近刚在市中心医院
做过手术， 他正为其办理手续准备化疗。

老伴儿情况有所好转，李志胜心里也踏实
了不少。

李志胜告诉记者， 要是在以前的农
村，家里有人得了癌症，那真是犹如晴天
霹雳，光靠着一亩三分地，治疗费都是问
题，更别说治好治不好的问题了。 这次老
伴儿得病，本来说在县里治，儿子和儿媳
妇都支持来市里， 这里医疗条件好一点，

而且有了新农合负担也轻了。 “这次老伴
儿看病共花了

1

万多元， 新农合报销了

70%

，后续的化疗费也能报销。 而且以前
我们从县里到市里来看病，还要办理转诊
手续，很麻烦，现在在市医院直接就报销
了，方便了不少。 ”李志胜说道。 李志胜一
家三口

2006

年就参加了新农合， 说起
6

年来新农合给自己带来的实惠，他说：“真
是掰着手指头也说不完。 ”

据了解， 我市从
2003

年开始陆续推
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以来，不断
提高报销比例，由最初的

50%

，提高到现
在的

70%

， 报销封顶由最初的
3

万元，提
高到现在的

15

万元；参保农民逐年增加，

2003

年参保农民仅
122.9

万人，

2007

年
参保人数

529.9

万人，

2008

年达到
583.98

万人，

2012

年除了固始县外，参保农民多
达

520

万人，参保率达到了
99.29%

；实现
了省市级及跨区域直补，扩大了新农合的

报销范围。 新农合在保障农民健康，缓解
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

新农合政策成为农村家庭的“减震
器”的同时，城镇医疗卫生中心更是扮演
着居民日常健康的“保护伞”的角色，湖东
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其中的一
个缩影。 各个科室设置齐全，就像一个小
型医院，而且虽成立不久，办的实事儿却
不少。

报晓新村的居民李德成老人是新近
搬进社区的，正好赶上湖东办事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免费体检活动。该活动是自
今年重阳节开始，针对湖东办事处辖区内
的

8

个社区中
50

岁以上的老人进行免费
体检。 体检内容包括肝功能、血糖、血脂、

尿常规、外科、内科、眼耳鼻喉科等。 李德

成老人说：“我这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体
检，本来以为自己身体没什么毛病。 谁知
道被查出来左眼几乎失明。 ”在医生建议
下， 李德成老人去医院做了详细的检查，

左眼内有息肉，但是由于发现太晚，已经
没有治愈的可能。 “不管怎么样，心里算是
踏实了。 ”他还表示，从这次经历体会到了
体检的重要性，以后要多跟左邻右舍的邻
居宣传，增强健康意识，关注自身健康。

除此之外，湖东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还为辖区内的居民建立健康档案。

20126

份健康档案，以户为单位，建立家
庭疾病防御体系，做好居民的日常保健工
作。对于患高血压、心脏病的居民，卫生服
务站的工作人员还会对他们进行当期回
访，在治疗和用药方面进行调整

,

努力做
到“小病不出社区，大病尽早发现”。

见习记者王洋李贝贝

本报记者谭台剑波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市工商局相关人员在超市内检查食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