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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本报6月25日讯 6月
14日至19日为食品安全宣
传周， 省委宣传部联合省
食品药品监管局、 省经信
委对省内5家食品药品龙
头企业展开集中报道，湖
南龙牌酱业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 龙牌酱业) 是第三
家。

6月16日，记者实地探
访龙牌酱园， 在传统小缸
天然晾晒区， 陈列着几千
只大苏缸， 苏缸里是正在
发酵的黄豆和面粉。 龙牌
酱业总经理张钜明介绍，
这是传统手工艺酿造酱
油， 露天通风的晾晒需要
一年的时间。发酵、过滤、
两次杀菌、包装，这意味着
一瓶龙牌酱油在上市前，
需要一年多时间的沉淀。
张钜明说， 目前市场上有
些酱油仅仅是以色素、食
盐、味精等原料勾兑而成。
龙牌制酱厂正努力扩大生
产，进一步改进工艺，以生
产更多更好的龙牌酱油满
足顾客的需要。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洪雷 实习生 吴思宁

每一瓶酱油都需
一年多时间的沉淀

本报6月25日讯 不
需任何证照手续， 只要有
人做饭、 看孩子就能开托
管班， 而身居民宅的托管
机构里， 掌勺的阿姨们无
一能拿得出健康证明，更
别提餐饮许可证了。

今日， 长沙市食安办
召集各区食安办， 将监管
的“触角”向以往的监管盲
区“学生托管机构”延伸，
拟对学生托管机构建立备
案制度， 全面规范托管机
构的餐饮服务。

【现状】
一小区60个托管机构

这些托管机构一般在
中小学周边，据悉，雨花区
新锐湘都小区曾挤满了托
管中心，随着砂子塘小学部
分班级搬到新校区，托管机
构也纷纷转移战场，来到万
博汇小区。 这个小区里，有
60多家托管机构。 开设各
种音乐班、书法班，每天上
千名外来孩子和家长在小
区里进进出出，让私家住宅
变成了商业楼，居民小区变
成了第二校园。

业主反映， 由于托管
孩子数量多， 导致电梯超
负荷工作， 已经多次发生
坠梯、卡门事故。

而此前芙蓉区食安办
的执法中， 当执法人员询
问一托管机构“肉是从哪
里买的?有没有台账?”时，
做饭的大妈辩解称“从乡

里带的。”在督查中，执法
人员要求负责做饭的托管
人员提供健康证。 华德福
教育服务中心的员工声称
“没有带，放在家里了”。博
采教育培训机构的托管人
员则称“有健康证，但是在
老板手上，无法提供”。

【整治】
备案制管理

面对中小学校周边出
现的“托管中心”，长沙市
食安办要求各区食安办开
展一次拉网式检查， 摸清
并登记备案“托管中心”的
地址、负责人、受托学生人
数及其所在学校、班级等。

长沙市政府副秘书
长、 市食安办主任黄吉邦
表示， 要按照《食品安全
法》有关要求，督促其不断
完善基本的供餐设施，托
管机构搭餐涉及到经营性
行为， 应该按照相关要求
对餐饮卫生进行规范，建
立采购索证索票的台账、
提供肉制品检验合格证
明， 能保证孩子们食用的
食物有合法来源， 一旦发
生食品安全事故， 能通过
溯源追踪不洁食材的来
源。

而对不具备餐饮食品
安全基本条件的“托管中
心”要限期整改，否则将依
法对其进行处罚。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艳 实习生 刘洋 李穗禹

拉网式检查学校周边“托管中心”
长沙将整顿托管“小饭桌” 拟对托管机构建备案制

讲述知名企业的诚信故事

本报6月25日讯 夏季用水量
大， 长沙城里几处取水处现已进入
夏季打水高峰期。近日，记者走访了
白沙井、清风泉等多处井水点发现，
随着气温的升高， 各个取水点前来
打水的市民络绎不绝。

“东沙井”位于芙蓉区东湖街道
滨湖社区靠浏阳河附近一山坡下，
井水清澈见底，水质甘甜，每天有数
百人取水却从不干涸。有趣的是，附
近有90岁以上老人59人，百岁老人
5人，居民猜测有可能与饮用此水有
关。 东湖街道还将井水送到长沙市
水质检测中心检测，经过检测，在全
部23项的常规检测中， 除了地下水
普遍存在的大肠杆菌微量超标以
外，其他全部达标。

在白沙井和岳麓山清风泉等公
共取水点，取水场面异常火爆，但记

者发现水质检测却相对滞后。 白沙
井4月份进行过水质检测，检测报告
也在公示栏进行了公示， 但近一个
季度过去， 白沙井还未进行新的水
质检测。 岳麓山景区负责人告诉记
者， 他们并没有接收到相关质检部
门的水质检测报告。 对于清风泉的
水质情况， 岳麓山管理处表示他们
也不确定。

针对大肠杆菌群超标问题，长
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生解释
道：天然的井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不论在任何地方， 任何一个天然井
水都会存在细菌超标现象， 这是避
免不了的， 居民的舀水工具就会携
带细菌。该中心提醒市民，打回家的
泉水井水最好烧开喝。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王文 实习生 桂思雨

打水旺季到，井水悠着点喝
提醒：公共取水点水质检测滞后，井水泉水最好烧开喝

6月21日上午，附近居民到修缮一新的东沙井打水。记者 王文 通讯员 陈曦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