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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枣庄名厨健康食材研讨
会在市中区新丽园大酒店举行，活
动由枣庄市饮食文化研究院、枣庄
市市中区烹饪餐饮业协会、烟台欣
和集团共同举办，会议分析了枣庄
目前的饮食生态环境，围绕食品安
全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讨论。

2017国家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
排中提到，食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各地加
强食品安全工作既是重大政治任
务，也应纳入公共安全体系。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作
为厨师来讲，是美食的直接创造
者，也是食品安全的监督员。与会

人员多是餐饮协会成员单位的厨师
和枣庄周杰水产商贸有限公司的工
作人员以及欣和集团的部分员工。
研讨会现场，气氛融洽，大家相互
交流意见。

除了交流意见，会议期间，新
丽园大酒店厨师长毕于柱，现场展
示了 其精湛的厨艺，用健康食材黄
豆酱烧了四道菜，有黄豆酱炒辣子
鸡、黄豆酱烧鲈鱼、黄豆酱扒肘
子、炒芸豆，香飘四溢，弥漫整个
大厅，赢得同行们的一致好评。

现场一位厨师在品尝了毕师傅
烧的菜后说道：“毕厨的手艺确实很
高，菜的味道浓厚，让人有食欲。

参加这次研讨会，除了对食品安全
有了更深的理解外，在技艺上也学
到了很多，收获颇丰。”

枣庄市市中区烹饪餐饮业协会
会长，新丽园总经理王昌立说道：

“一道精美的菜品必须同时具备五个
要素，即色、香、味、形、器，要
做到这五点，食材是关键，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没有健康绿色的食
材，菜品难有保证，必须在选材上
就得认真，不能挣黑心钱，做餐饮
就是做良心。”

据了解，随着现代健康饮食
的发展，新丽园大酒店推出极具
特 色 的 健 康 美 食 ， 倡 导 勤 俭 节

约，致力为顾客提供优质多元的
饮食服务。在近几年的经营中，
新丽园以商务连锁品牌为主体，
树品牌、创品牌，是枣庄市饮食
文化研究院办公的唯一场所，兼
具研发枣庄饮食、引领枣庄饮食
文化的任务。

新丽园在追求健康美味的同
时，以大众消费为主题，不同于星
级酒店的消费，却胜似星级酒店的
享受，酒店占地约 4000 平方，拥
有三个大厅， 30 余个包间，可同
时满足1200人就餐，是目前枣庄市
中区餐位最多的酒店。2014年，被
枣庄市商务局、枣庄市旅服委、枣

庄市烹饪餐饮协会评为“喜文化主
题酒店”。来新丽园举办喜宴的市
民，都要提前一段时间预定，才能
够如愿在酒店举行。

新丽园大酒店是一家以特色菜
系融合为依托，以坚实的技术力
量、优秀团队奉献精神打造的品牌

餐饮企业。现有员工58人，其中高
级烹饪技师 6 人，特技烹调师 6
人，中级烹调师13人。酒店菜肴以
鲁菜风味为主，同时兼具供应川、
粤、苏、浙、湘、闽、徽等菜系中
的名菜，满足各种口味的市民。

(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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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地沟油”治理工作
的意见》。加强源头治理，追溯废
弃物流向，落实有奖举报制度……
一系列实招帮你把好餐桌这道关！

“地沟油”一般是指用餐厨废
弃物、肉类加工废弃物和检验检疫
不合格畜禽产品等非食品原料生
产、加工的油脂。近年来，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
物管理的意见》要求，不断加大打
击力度、强化源头治理，以餐厨废
弃物为原料制售“地沟油”的违法
犯罪活动得到遏制。但“地沟油”
综合整治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制售“地沟油”的违法犯罪问题仍
时有发生。经国务院同意，现就进
一步加强“地沟油”治理工作提出
如下意见。

高度重视“地沟油”治理工
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
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
法》等要求，以原料来源控制和油
脂加工监管为重点，既要从严监管
执法，加强源头治理，杜绝“地沟
油”流向餐桌；也要加大政策扶持
力度，建立长效机制，合力推动餐
厨废弃物、肉类加工废弃物和检验
检疫不合格畜禽产品的无害化处理
和资源化利用。要把“地沟油”治
理作为“十三五”期间食品安全重
点工作任务，力争取得突破。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餐饮企
业、行政企事业单位食堂以及屠宰
企业、肉类加工企业等单位应当按
照规定单独收集、存放本单位产生

的餐厨废弃物、肉类加工废弃物或
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品，建立相
关制度及台账。有条件的单位要自
建无害化处理设施，按照处理规范
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如实记录。不具
备条件的单位，其产生的餐厨废弃
物，由符合要求的城市生活垃圾收
集、运输企业运至规定的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场所处理；对肉类加工废
弃物、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品，
要委托防疫条件合格的无害化处理
企业处理，签订委托处理协议，明
确双方权利义务，建立健全无害化
处理台账，无害化处理记录和凭证
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

培育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企业。总结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试点经验，推动培育与城市规模相
适应的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企业。（国家发展改革委、住
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负责） 引导
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企
业适度规模经营，符合条件的按规
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税
务总局负责） 兴办动物和动物产品
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取得动物防疫
条件合格证，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
营性处置服务应当取得城市生活垃
圾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证。

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健
全餐厨废弃物、肉类加工废弃物和
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品处理办
法，指导地方做好屠宰环节病害猪
无害化处理工作，推广无害化处理
技术，规范处置行为，防止环境污
染。（农业部、环境保护部负责）
鼓励企业探索在餐饮企业厨房、屠

宰车间、肉类加工车间和无害化处
理车间等关键环节安装摄像装备，
追溯废弃物流向，试点在居民家庭
厨房开展厨余垃圾粉碎处理。抓紧
研究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实用
技术，加快制定“地沟油”的科学
鉴定方法。合理布局无害化处理和
资源化利用体系，组织建设无害化
处理场所。

落实监督管理责任。加大对农
村地区、城乡结合部以及农贸市
场、小餐饮、小作坊等的巡查力
度，加强对屠宰企业、肉类加工企
业、食用油生产经营企业、餐饮企
业的监管，督促企业建立健全追溯
体系，严格执行索证索票和进货
查验制度。（农业部、质检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负责） 查处利
用网络销售假冒品牌食用油的违
法行为，对监管部门认定的境内
制假售假网站依法进行处置。落
实有奖举报制度，动员社会力量
进行监督。

严厉打击“地沟油”违法犯
罪。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
法的衔接，健全涉嫌犯罪案件的移
送通报机制，加大对制售“地沟
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落实地方属地管理责任。各地
区要坚持统筹规划与属地负责相结
合、政府监管与市场运作相结合、
集中处理与分散处理相结合，加强
对“地沟油”治理工作的组织领
导，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加大督
查力度，落实各方面责任和各项政
策措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
对本地区餐厨废弃物、肉类加工废
弃物和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品的
处理负总责。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地沟油”治理工作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