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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6时许，运载新鲜食材的校园食品配送
车驶进格林美语幼儿园的配菜绿色通道，食品安
全检测员将当日的每样菜品取样后带入刚设立的
学校快检室，30分钟后，检测结果合格的食材
被送进后厨……

近日，海曙第二批校园快检实验室投入使
用，其中西乡片区 20家、城区 5家。截至目
前，该区共建成50家校园快检实验室，覆盖全
区17个镇乡街道。

“第一批25家校园快检实验室投用一年以
来，都做到每样食材可溯源，每项工序透明化，
目前尚未检出不合格的食材。”海曙区市场监管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该区所有试点学校的快检室已可检测
农药残留、亚硝酸盐含量、瘦肉精含量等10余
种常用快检项目，并有望继续扩大项目类别。

近日，北仑区市场监管局依托现代小微企业
云平台建立小微企业梯度培育库。截至目前，已
将辖区1600多家企业列为培育对象，并将其档案
录入小微企业梯度培育库，其中初创型企业1173
家，成长型企业284家，领军型企业142家。

据悉，该局将对入选培育库的小微企业分类
安置，并采取不同培育方式，制定个性化帮扶举
措。如对初创型企业提供准入环节便利服务，对
成长型企业鼓励培育企业累积信用资源，而对领
军型企业则助推做大做强。

我市政府历来把食品安全检验
检测工作放在突出位置。近年来，
更是在食品检测资源整合、提高检
测效率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
践，初步形成了统筹、协调、科学、互
补、高效的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

“食品检验检测体系建设是食
品安全监管的重要一环，是食品安
全风险分析预警的基础，也是管理
决策的重要技术支撑，不容忽
视。”据宁波市食安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我市以根据区域特
点构建的市级食品检验机构为龙
头，县级食品检验中心为基础，镇
乡街道快检为补充（市级为龙头、
县级保基本、基层重快检）的食品
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已基本成型。

目前，全市市场监管系统食品
检验机构资源已全部整合完成，其
中余姚、慈溪、鄞州、宁海、象山
等地先后独立设置食品检测机构，
奉化、北仑等地食品检测资源进行

区域整合，检测能力都得到了较大
的提升。特别是借监管体制调整的
契机，专门独立设立了市级食品专
业检验检测机构——宁波市食品检
验检测研究院 （以下简称市食检
院），不但明确了其龙头实验室的
功能定位，更优先安排资金进行重
点培育，使其硬件设施和实验室检
测与技术分析能力接近省级水平，
为全市食品安全科学监管提供了强
有力的基础保障。

海曙

北仑

鄞州

奉化

三级体系、龙头引领、统筹共享

宁波食品安全检测能效再跃升
2009年至今，每年用于食品实

验室定量检测的资金4000多万元；
新鲜果蔬农药残留检测免费对公众开
放，目前已免费对市民检测23000
批次；2016年，全市共完成食品定
量抽检54046批次，共计80余万项
（次），达到每千人7批次样本量，均
创历史新高并领先于全国同类城市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
安全离不开检测把控。透过这些数
据，不难看出，这些年，宁波市在食
品安全检验检测工作中的成效。

三级检验检测体系建成完善

按照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市食
检院在整合划入市质监局所属质检
院承担食品安全检验的人员、编制、
装备及相关经费的基础上于2015
年6月挂牌成立。2016年11月底，
项目总投资近8000万元、建筑面积
6500平方米的新实验大楼正式落
成并投入使用。新大楼不但整体规
划科学、布局合理、功能齐全，拥有
生物安全实验室（PCR 实验室、微
生物实验室）、化学分析实验室、色
谱分析实验室、质谱分析实验室、元
素分析实验室等专业食品检测实验
室，还新设置了市食品安全风险分
析预警中心、市食品安全快检中心、
市食品安全科普宣教中心、市食品
安全应急响应中心等技术服务平
台，为有效服务食品安全提供强有
力的技术支撑。

“既然处于龙头的地位，就要担
得起龙头的责任。”市食检院负责人

介绍，为拓展检测领域，提高检测效
率，新机构组建以来着力在硬件设备
更新、拓展检测资质、加强科研创新
水平等方面下工夫，内外兼修不断提
升自身的检验能力和综合实力。

2015年9月，首次获得食品检
验机构资质认定证书，经过多次标
准确认和扩项认证，目前已具备食
品中质量指标、营养成分、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重金属、食品添加剂、
致病微生物、非法添加物等1505个
项目/参数的检测能力。

2017年9月，首次获得CNAS
国家实验室认可证书，成为国家食
品企业质量安全检测技术示范中
心，并顺利取得食品中猪、牛、羊、鸡
和鸭的肉源性成分的鉴定资质，所
开展的应用PCR技术进行检测能力
位于省内各地市检测机构前列。强
化科研创新建设，参与国家、行业标
准制修订3项，省级课题立项3项，

在国内外各类专业学术期刊发表论
文41篇，其中SCI收录2篇，EI收录
4篇，CSCD论文2篇；申报国家发明
专利4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3项。

2017年，市食检院新增招标采购
1600万元，特别是微生物领域投入
300万元购买了全自动病原微生物快
速检测系统和微生物生化鉴定仪，在
应对突发事件和大批量样品的致病菌
检测项目上大大缩短了检测时间。

“目前，我院的检测能力已覆盖
粮食加工品、食用植物油、肉制品、
乳制品、调味品、水产加工品、糕点、
蔬菜制品、食品添加剂等32大类
300多个产品1505个项目/参数，
食品检验、技术分析、风险预警防控
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技术服务食品
安全监管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成效
越来越明显。”该院负责人明确表
示，我市食品检验检测工作已迈上
一个新台阶。

如果说三级检测体系是开展食
品安全检测工作的基础和前提，那
么《宁波市食品检验工作管理办
法》则为统筹、分级、有效开展食
品安全检测工作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和保障。

该办法对政府相关部门和承担
政府食品检验任务的机构开展食品
检验检测工作及相关活动均提出了
相应要求和规定，如要求各地政府
统一制定年度抽检计划；要求分级
分部门划分食品抽检重点；要求各
级政府加强食品检验检测信息管

理，及时发布食品安全预警等。
“有办法可依，有规定可循，那

么一切工作就更能按部就班且事半
功倍。”市食安办负责人表示，食品
安全检测重点不在检测，而在于检
测结果，如何科学有效、更大范围、
更深层地发挥检测结果的效用，那
才是重点和关键点。

据悉，我市着力推进检测数据
共享工程，充分利用信息手段和大
数据运用，在全省较早成功开发并
实施“食品检验检测信息共享系统，
实现检测数据的统一管理、数据交

流、技术分析、信息共享”。该负责
人说，2016年，全市通过信息系统
预警功能，共梳理风险清单49个
289项，为动态掌握全市食品安全
状况，及时发现风险和预警，有效防
控风险隐患提供了技术保障。目前
整个平台建设新方案正在优化实施
中，计划年底前完成建设并投入运
行，届时新的平台将更加紧贴监管
需求，在食品安全风险管控、安全质
量保障、危害因子分析、输入食品评
估、科学有效决策等方面发挥更大
作用。 通讯员 张淑蓉

龙头地位及作用日益突显

统筹分级检测并共享信息

通讯员 宣文

建成50家校园快检实验室

1600家小微企业入选培育库

开展冬令滋补品市场检查

助经销商退回30套塑身内衣

退货不成，反被诬告出售假货，幸亏市场监管
部门火眼金睛辨真假并支持维权，最终帮助经销
商成功退回30套塑身内衣，货值约7万元。

11月22日，奉化区市场监管局接到广州煜清
贸易有限公司代表的举报，反映辖区一美容店有
侵犯其商标所有权行为要求查处。该局第一时间
派执法人员赶赴该店。

从现场检查情况看，该美容店证照齐全，其进
销货台账显示，举报人所称的侵权内衣自购入起
尚未有销售记录。谈及这批次内衣，店主赵某说：

“当初对方的销售代表承诺，售不出可以无理由退
货，我才进了30套。可是，因为价高至近万元/
套，所以一直无人问津。”3个月后，他联系销售代
表要求退货，对方却只同意部分退货，并称剩余的
均为假货。

11月24日，该公司产品设计师从深圳赶来，
对查扣的塑身内衣进行仔细核查，最终表示，这批
产品出自该公司且均为正品。公司自动撤销之前
举报，同意退货，并退还赵某货款7万余元。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检测比对。

近日，鄞州区市场监管局针对冬令滋补品进
行了专项检查。此次专项检查主要针对辖区内的
零售药店、保健滋补品店等，重点检查经营者是
否存在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滋补品、中药材
（饮片），中药材（饮片）储存养护是否符合要
求，滋补品、中药材（饮片）经营是否存在以次
充好、以假乱真、染色增重等行为。

截至目前，共检查药店73家，其中专营店
11家。从检查情况看，经营户进货渠道基本规
范，验收台账记录完整，索证索票齐全，贮存条
件符合规定要求。但个别经营户未按要求放置商
品标签，或存在未标明产地等问题，均已被即时
责令限期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