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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弯曲菌检验方法 (略)

附件 B 　结果报送表格 (略)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3 ]180 号

卫生部关于印发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食品超市、自选商场等成为各地重要的食品经营形式 ,在方便群众、促进经济发

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 ,一些食品超市和自选商场在经营散装食品过程中存在许多二次污染的隐

患 ,如销售过程缺乏应有防护措施、售出的散装食品缺乏可溯源性等。为加强散装食品的卫生监督管理 ,保

障消费者健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 ,经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 ,我部制定了《散装

食品卫生管理规范》(以下称《规范》) ,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为做好《规范》的贯彻落实工作 ,请各地做好如下工作 :

一、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卫生监督机构要根据当地具体情况 ,将《规范》的各项要求纳入日常监督管

理和企业卫生许可证审核发放的工作中 ,落实管理责任 ,切实加强食品经营企业散装食品的监督管理。

二、各地要大力开展《规范》的宣传贯彻工作 ,提高社会和各部门对加强散装食品卫生管理工作的支持

和配合 ,督促有关单位进行自查自纠 ,完善内部管理 ,促进行业自律 ,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

三、各地要分阶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在本《规范》正式实施前 ,各地要制定专项监督检查工作计

划 ,组织对现有食品经营单位开展现场监督检查 ,掌握散装食品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有针对性地督促企

业合理规划经营场所的卫生设施和布局、健全散装食品标签标识管理、改善卫生条件、完善卫生管理制度。

在 2004 年 1 月 1 日后 ,各地要根据已制定的工作计划 ,开展一次散装食品卫生管理专项监督检查活动 ,要按

区域、按单位把工作任务落实到人 ,重点检查《规范》各项要求的落实情况 ,加大监管力度 ,消除食品卫生隐

患 ,防止食品经营过程中的二次污染 ,保护消费者正当权益 ,维护人民身体健康。

各地在监督管理中发现的问题 ,请及时函报我部法监司。

附件 :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三年七月二日

附件 :

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

　　第一条　为加强散装食品经营过程的卫生管理 ,保障消费者健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 ,制订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所有经营散装食品的食品超市、商场等销售单位 (以下称“经营者”) ,但不包括

餐饮业和集贸市场。

本规范所称散装食品是指无预包装的食品、食品原料及加工半成品 ,但不包括新鲜果蔬 ,以及需清洗后

加工的原粮、鲜冻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等。

第三条　运输散装食品必须使用专用运输工具 ,并在符合食品保存条件的状态下运输。

出厂的散装食品必须采用符合卫生标准要求的包装材料和容器进行密封包装 ,并在标签上标明以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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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和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保存条件、食用方法、包装规格。同时应附有检验

合格证明。

第四条　经营者采购散装食品时 ,必须向制售者索取并核对生产者的卫生许可证和食品检验合格证明

等材料 ,留存复印件备查。

经营者应查验散装食品的标签内容是否清晰、完整 ,制售者必须如实提供。经营者应配备相应设备或

工具 ,对购进的食品进行检验或送检。

任何经营者不得经销未取得卫生许可证的生产者生产的食品、无检验合格证明和标签内容不完整的散

装食品。

第五条　经营者进货后 ,应按照所采购食品的保存条件的要求进行储存 ,防止二次污染。

第六条　经营者应按照“生熟分开”的原则设定散装食品销售区域。生、熟食品销售地点应保持一定距

离 ,不得在同一区域内销售 ,防止交叉污染。

散装食品的销售区域应具有明显的区分或隔离标志并保持清洁 ,严禁放置废弃物处理设施和销售任何

非食品物品 ,并且根据所销售食品的需要 ,设置相应的温度调节、洗涤、消毒和存放设备、设施。

第七条　经营者销售的直接入口食品和不需清洗即可加工的散装食品 ,必须做到 :

11 食品应由专人负责销售 ,并为消费者提供分拣及包装服务。销售人员必须持有效健康证明 ,操作时

须戴口罩、手套和帽子。

21 销售的食品必须有防尘材料遮盖 ,设置隔离设施以确保食品不能被消费者直接触及 ,并具有禁止消

费者触摸的标志。

31 经营者应在盛放食品的容器的显著位置或隔离设施上标识出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和地址、生产

日期、保质期、保存条件、食用方法。

41 经营者具有符合卫生要求的洗涤、消毒、储存和温度调节等设施或设备。

51 经营者必须提供给消费者符合卫生要求的小包装 ,并保证消费者能够获取符合本条第 3 项要求的完

整标签。

第八条　供消费者直接品尝的散装食品应与销售食品明显区分 ,并标明可品尝的字样。

第九条　经营者销售需清洗后加工的散装食品时 ,应在销售货架的明显位置设置标签 ,并标注以下内

容 :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和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保存条件、食用方法等。经营者应保证消费者能够

方便地获取上述标签。

第十条　由经营者重新分装的食品 ,其标签应按原生产者的产品标识真实标注 ,必须标明以下内容 :食

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和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保存条件、食用方法等。

第十一条　散装食品标签标注的生产日期必须与生产者出厂时标注的生产日期相一致。

由生产者和经营者预包装或分装的食品 ,严禁更改原有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限。

已上市销售的预包装食品不得拆封后重新包装或散装销售。

第十二条　经营者应将不同生产日期的食品区分销售 ,并标明生产日期。禁止将不同生产日期的食品

混装销售。

第十三条　经营者应配备专门的食品卫生管理员 ,负责散装食品卫生管理工作 ,其主要职责是 :

11 负责检查散装食品的卫生情况、标签内容是否完整 ;

21 逐项落实散装食品经营过程的卫生要求 ,并负责督促检查 ;

31 及时清理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 ;

41 对进货后发现的不合格食品 ,应立即向当地卫生监督机构报告 ,并采取措施防止流向其他单位和个

人。

第十四条　超过保质期限的散装食品 ,不得重新加工销售 ,应由经营者或制售者负责销毁并保存相关

记录。

第十五条　违反本规范第四条规定 ,经营者未向制售者索取查验并留存卫生许可证和检验合格证明

的 ,应按照《食品卫生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范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经营者经营散装食品不符合卫生要求的 ,应按照

《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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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范第十四条规定 ,经营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 ,以及使用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作为

食品加工原料的 ,应按照《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第十八条　集贸市场的散装食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参照本规范要求 ,制定相应的管

理规定。

第十九条　本规范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3 ]204 号

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实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的通知》(国办发 [ 2003 ]65 号) 精神和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等 8 部门《关于印发〈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国食药监办[2003 ]174 号)要求 ,为进一

步落实卫生部门在食品药品放心工程中的工作任务 ,实现预期目标 ,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从大局出发 ,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 ,坚持执政为

民的高度 ,充分认识并切实做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工作。要严格按照国办发 [ 2003 ] 65 号和国食药监办

[2003 ]174 号文件的要求和部署 ,结合本地食品卫生监管的薄弱环节 ,在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制定切实可

行的工作措施 ,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要以加大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卫生监督力度和严格卫生许可证发放审查

为手段 ,进一步明确职责、落实责任 ,使食品卫生整体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二、突出重点 ,着力抓好专项整治工作 ,认真落实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确立的各项任务

本次专项整治中卫生部确定的 3 个方面的工作重点是餐饮企业、学校和幼儿园食堂以及食品添加剂生

产企业。重点整治的内容为 :

(一)餐饮企业 (包括各类宾馆、饭店、餐馆、酒楼、饮食店等) 。

11 企业是否建立米、面、油、肉、调味品、水产品、畜禽产品等各类食品或原料的进货验收检查制度 ,并现

场检查落实情况 ;

21 监督检查企业卫生许可证和从业人员健康证情况 ;

31 食品加工、冷藏、贮存过程的管理记录 ,超过保质期食品和废弃物品的处理情况 ;

41 食品卫生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

(二)学校、幼儿园食堂 (包括学生集体餐生产企业、学生奶生产企业等) 。

11 重点检查学校、幼儿园食堂是否建立米、面、油、肉、调味品、水产品、畜禽产品等各类食品或原料的进

货验收检查制度 ,并现场检查落实情况和索证管理情况 ;

21 学校、幼儿园食堂的卫生许可证和从业人员健康证情况 ;

31 学校、幼儿园或食堂的上级主管部门是否建立食品加工卫生措施的检查制度 ,以及事故报告制度 ;

41 食品加工、冷藏、贮存过程的管理记录 ,超过保质期食品和废弃物品的处理情况。

(三)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

11 生产的食品添加剂是否属于准许生产和使用的品种 ;

21 监督检查卫生许可情况 ,配合有关部门取缔无证生产行为 ;

31 生产的食品添加剂种类是否与卫生许可的范围一致 ,食品添加剂产品标签项目是否合格。

三、重点整治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 ,加快推广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机制和企业卫生管理责任

制度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在 2003 年 7 月下旬到 12 月中旬 ,集中开展对上述重点内容的整治工作。在重点

整治的同时 ,加快推广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 ,并将其作为提高监督水平、改善监督机制的重要内

容加以推广 ,通过定期公布食品卫生量化分级工作进展情况 ,加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卫生管理人

员的培训 ,促进企业强化自身管理 ,提高企业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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