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统计显示，近年来，我省开展了打击侵
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非药品冒充药品、寄递假药等专
项行动，查办各类违法案件2017起，查获假劣药品医疗器械价值1150
多万元。此外，我省生产的基本药物抽验合格率达100%，对流通领域
国家抽验任务之外的163个品种抽验1666批，合格率达98.5%。

本月底，我省将全面开通食品药品监管举报电话：12331，消费
者遇到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和餐饮质量安全问题都
可举报。 ■记者 徐焰 实习生 易月 通讯员 李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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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两型社会试验区

自愿下岗，
“洞庭粮王”打造“千府香米”

1992年，39岁的卢青
年因所在的草尾米厂效益
不好， 和妻子主动下岗回
熙和乡务农， 开办大米加
工厂，收购加工稻谷，进行
大米销售。如今，59岁的卢
青年已是名符其实的“洞
庭粮王”，当初创办的大米
加工厂已拥有5万多平方
米经营场地、105名员工、
年产值1.5亿元、利润高达
2000万元以上，成为远近
知名的企业。其生产的“卢
青年大米”远销到四川、江
苏、浙江等省。

今年4月，闹得沸沸扬扬的“毒胶囊”事件让人们谈胶
囊色变。湖南有没有毒胶囊？百姓的用药安全谁来监管？
近日，记者亲历了我省胶囊产品的生产、检验、销售和监
管各个环节，带你看看胶囊如何把好健康关。

刘海洋，千金药业质量部经理。他习惯性地走在厂房
内的生产流水线旁，对各个环节一一仔细排查。质量是药
企的生命线，“质量第一位、价格第二位，是我们的原则。”
刘海洋介绍， 企业原材料的供应商都是行业内前五强品
牌企业。“我们每年都要评估供应商的风险等级， 并派人
驻厂调查； 同时还要调查供应商原料的来源和使用情
况。” 刘海洋透露，“毒胶囊”事件发生前，曾有供应商想
以仅为千金药业空心胶囊采购价1/3的价格向千金药业
销售问题胶囊，但被拒绝。

时间：9月14日上午10:00
地点：湖南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中药实验室

文庆，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中药室主管药师。他正将近日从衡阳某
妇幼保健院抽取送检的“敖喜牌”宫瘤宁胶囊打开，把药物放入乳钵中研
磨，检测是否含有标签所示的成分。“整个检测过程需要30个工作日。像这
类检验，我们每年要做1000多个品种。”文庆介绍。

“毒胶囊”事件发生后，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10天内对省内3家空
心胶囊生产企业抽检30多批次，没有发现铬超标胶囊。省食品药品检验
研究院院长蒋秋桃介绍说：“5年来，配合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对可疑品种的
抽验，我们发现并交由监管部门查处的假冒伪劣药品共计1598批次。”

时间：9月14日 下午3:00
地点：长沙湘雅路老百姓大药房

范志，老百姓大药房湘雅路店的店长，也是该店的质量负责人。刚在
网上查看完药品质量信息平台的她，还要巡查店内药品的来货、退货、养
护记录以及药品不良反应记录等， 一旦发现问题必须立即上报。“‘毒胶
囊’事件刚发生，我们就对店内470余种胶囊产品进行自查，发现没有公
布的‘毒胶囊’。同时，我们还将涉‘毒’企业的其他产品也一并下架封存。”
范志说。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公司总经理唐爱民说：“药品要
进入我们的店面，厂家必须接受我们驻厂调查。”唐爱民介绍，“供应商的
资质审核、药品入库的审核、入库后的养护等也都有严格的要求。”

时间：9月14日下午4:00
地点：株洲市天元区泰山街道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站

王坤， 街道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站信息员。“我们的工作就是收集和上
报社区食品药品安全基本情况，协助、配合监管部门对辖区内涉药涉食品
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王坤表示，如果辖区内发生严重、罕见、新的药品不
良反应病例，信息员要在核实后3日内上报监管部门。不仅这样，信息员还
要定期向社区居民通报食品药品安全信息。

毒胶囊封杀者严防漏网之鱼
本报记者带您亲历我省胶囊生产、检验、销售、监管各环节

遇到药品问题，可拨打12331举报

时间：9月14日上午9：00
地点：株洲千金药业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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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米业“结缘”

生长在洞庭湖畔的卢青年，五六岁时经历了三年
自然灾害，这使他深知粮食的来之不易。

1971年，18岁的卢青年被招进沅江市草尾粮站。
20世纪90年代末，农产品市场不景气，大部分农民对
种田失望，弃耕抛荒现象十分严重。1992年到1999年，
卢青年和妻子边种田边收购稻谷进行加工销售，年创
纯利6万多元，共计创纯利50多万元。

1999年，卢青年与粒粒晶、金健、金雁等米业集团
进行了广泛接触。考察市场后，他决定开始稻田租赁
经营，发展庄园农业，开发优质稻生产。随后，他投入
50多万元，在熙和乡、南湾湖、原千山红农场租赁稻田
212公顷，收获优质稻谷1440多吨，获利16万多元。

2001年，他继续租赁稻田147公顷，种植湘晚籼11
号、培两优288等优质稻，利润较之前翻了一番。

实现米业产销一体化
为了企业更好地发展， 卢青年通过走自产、 自加

工、自销售的道路，减少中间环节，实现了低成本经营，
他还实施机械化作业，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大了产量。

2002年以后，他与粒粒晶米业合作进行优质米的
初加工，不但加工自己生产的稻谷，也加工周边基地
生产的稻谷2000多吨。

近几年， 他的企业每年加工创纯利12万多元。他
招聘了固定员工14人，这些人和他一样，农忙时节是
农民，农闲时是大米加工厂工人。目前，他的固定资产
已达120多万元，他每年交土地租赁费60多万元，交利
税4万多元。现在，“卢青年”商标的大米被认定为“千
府香米”、“千府软米”，多次被评为“湖南省消费者信
得过品牌”，并于2011年荣获“中国中部（湖南）国际农
博会金奖”。 ■记者 赵伟 通讯员 雷越毅 彭紫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