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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读



 

    



 总体要求

     围绕市委“五抓一优一促”经济工作

主抓手，遵循“四个最严”要求，以一次

性餐饮具、塑料包装容器等为重点产品，

以生产加工企业和大型批发经营户为重点

监管对象，实施综合治理，加大检查执法

力度，依法从严惩处违法犯罪行为，严防、

严管、严控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

患，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健全以法

治为基础，政府为主导、社会各方参与的

多元治理机制，强化基层治理、企业主责

和行业自律，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

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质量获得度。



 整治重点隐患。重点检查四个方面：一是企业生产条件、检验能力是否发生变化；二是影响企业产

品质量安全的关键控制点的控制情况；三是企业对前期省、市两级“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中

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以及相关改进措施是否持续有效；四是企业是否认真落实检验制度，对原辅

料开展查验，对产品开展出厂检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并对整改完成情况

进行复查，确保辖区食品相关产品安全风险隐患得到有效管控和治理。

n 查处典型案件。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及相关公告的原辅料和添加剂，以及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

康的物质生产的食品相关产品，或者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添加剂生产的食品相关产品；致病性微生

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和迁移

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相关产品；在食品相关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

者以不合格食品相关产品冒充合格食品相关产品；国家明令淘汰或者失效、变质的食品相关产品；

伪造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质量标志的食品相关产品；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

章、食品安全标准及其他强制性规定的食品相关产品。

        加大对擅自变更生产条件、未按规定标注产品标识、未按照强制性标准生产食品相关产         

    品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对于检查中发现的假冒伪劣产（商）品、“三无”产品要追踪溯 

    源，深挖违法活动的组织者、实施者，铲除销售网络，清理生产源头，依法查处无证照生产  

    经营的“黑作坊”“黑窝点”，有效管控治理重大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

n 督促责任落实。生产者、销售者对其生产、销售的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负责。要严格按《食品相

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督促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建立并落实食品相关产品质量

安全责任制，配备与其企业规模、产品类别、风险等级、管理水平、安全状况等相适应的质量安全

总监、质量安全员等质量安全管理人员，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质量安全总监、质量安全员等不同

层级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企业主要负责人对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建立并落实质

量安全主体责任的管理制度和长效机制。质量安全总监、质量安全员应当协助企业主要负责人做好

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

工作要点



 全面动员阶段（4月18日-4月25日）

    集中时段、集中力量，认真梳理分析辖区食品相关产品安全

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并动员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食品相关产

（商）品大型批发经营户开展自查。

n 集中整治阶段（4月26日-8月20日）

    对生产企业，重点检查是否制定关键质量控制点操作控制程

序，控制记录是否完整；是否按要求进行了原材料、半成品及出厂

检验，是否配备并落实主要负责人、质量安全总监、质量安全员岗

位职责；对销售经营者，重点检查是否建立和执行进货验收制度，

是否销售无生产许可证食品相关产品。

    对不能保持生产许可证要求条件的食品相关产品企业，责令

企业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规定及时向市局提交申请，建议

撤销其生产许可证书。对不再从事食品相关产品生产的企业，要及

时依法注销其生产许可证证书。

n 总结深化阶段（8月21日-8月31日）

    组织开展“回头看”活动，避免出现重大风险隐患和突出问

题“回潮”现象，同时要对专项整治行动的成功经验、存在问题和

典型案例进行总结，形成书面材料。

     有关要求
n 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  

n 细化措施任务，加强协同配合

n 加强舆论引导，营造良好氛围

整治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