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规文件·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安部 　农业部 　商务部 　卫生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海关总署

文件

国食药监察[2004 ]442 号

关于印发《实施食品放心工程综合评价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药监局) 、公安厅 (局) 、农业 (农林、农牧、农林渔业、畜牧兽医、渔业)

厅 (局) 、商务 (经贸)厅 (局) 、卫生厅 (局) 、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 ,海关总署驻天津、上

海特派办 ,各直属海关 ,11 个试点城市食品放心工程牵头单位 :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4〕43 号) 的要求 ,为了有

效评价食品安全整顿和治理成果 ,积极推进食品放心工程全面实施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会同公安部、农业

部、商务部、卫生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海关总署制定了《实施食品放心工程综合评价办法 (试行)》(以下

简称《办法》) ,现印发给你们 ,并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

一、请各地参照《办法》的规定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积极开展食品放心工程综合评价工作。在实施中注

意发现问题 ,并及时反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便及时修改、不断完善《办法》。

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今年下半年将会同公安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海关

总署依据《办法》,在黑龙江省大庆市、吉林省辽源市、河北省唐山市、河南省商丘市、湖南省常德市、福建省

厦门市、四川省绵阳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重庆市壁山县等 11 个市 (县)启动食品放心工程综合评价试点工作。

以上 11 个食品放心工程综合评价试点城市的综合评价工作 ,在今年 12 月底之前由所在地省 (区、市) 食

品放心工程协调机构或者食品放心工程牵头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进行。综合评价报告请于 2005 年 1 月

15 日之前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安部 　农业部 　商务部 　卫生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海关总署

二 ○○四年九月二日

实施食品放心工程综合评价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了有效评价食品安全整顿和治理成果 ,积极推进食品放心工程全面实施 ,保证人民群众食

品消费安全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4〕43 号) 要求 ,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公安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海关总

署等部门 ,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施食品放心工程开展综合评价工作 ,或者根据需要对一些市、县进行抽

查性综合评价。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放心工程协调机构或者食品放心工程牵头部门负责组织各有关部

门对辖区内实施食品放心工程综合评价工作。

第三条 　综合评价遵循以下原则 :

(一)求真务实 ,评价标准科学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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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观公正 ,评价结果真实可靠 ;

(三)以评促管 ,监帮促相结合 ;

(四)宣传与教育相结合 ;

(五)狠抓落实与责任追究相结合。

第四条 　评价指标构成如下 :

(一)当地政府食品放心工程管理指标评价占综合评价比重 40 % ;

(二)食品放心工程重点品种检测指标评价占综合评价比重 45 % ;

(三)消费者对实施食品放心工程满意度指标占综合评价比重 15 %。

第五条 　管理指标评价 (详见附件 1) 。

评价内容包括 :政府落实食品放心工程工作情况、监管条件制度保障情况、实施措施落实情况、目标完

成情况、宣传教育工作情况、监管工作创新以及食品放心工程协调机构或者食品放心工程牵头部门工作情

况。

第六条 　品种检测指标评价 (详见附件 2) 。

(一)检测品种 :

11 群众反应强烈、安全问题突出的食品 ;

21 当年全国食品放心工程确定的重点品种并结合当地食品消费排序确定。

(二)检测机构 :具有法定资格的检验检测机构承担检验工作 ;

(三)品种检测要求 :按照统一检测品种、统一检测项目、统一检测标准、统一检测方法、统一抽样方法、

统一使用有资质的检测机构的要求开展检测和评价 ;

(四)检测经费 :食品放心工程品种检测指标评价的抽检工作及检验经费应当纳入当地各部门年度抽检

计划之中统筹安排。

第七条 　消费者满意度指标评价 (详见附件 3) 。

(一)评价内容包括 :实施食品放心工程了解程度、实施效果、食品安全状况满意度、政府监管部门工作

情况 ;

(二)样本数不低于城市人口万分之五 ,社区居民、政府公务员、在校学生、企事业单位员工各不得低于

20 %。

第八条 　综合评价工作 ,由被评价地区的上一级食品放心工程协调机构或者食品放心工程牵头部门组

织各有关部门和专家实施。综合评价结果进行评分汇总 (详见附件 4) 。消费者对实施食品放心工程满意度

评价可由被评价地区上一级食品放心工程协调机构或者食品放心工程牵头部门组织或委托中介机构、新闻

媒体实施。

第九条 　评价结果由上一级食品放心工程协调机构或者食品放心工程牵头部门通报发布。对实施食

品放心工程成绩突出的地区、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 ;对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或者部门提出书面整改

要求 ,并将整改效果作为下年度评价的重点内容。

第十条 　全国年度食品放心工程综合评价的范围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商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 ;

各地对年度实施食品放心工程进行综合评价的具体范围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放心工程协调机构或

者食品放心工程牵头部门商有关部门确定。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1 食品放心工程管理指标评价细则

21 食品放心工程重点品种检测指标评价要求

31 消费者对实施食品放心工程满意度指标评价调查表

41 食品放心工程综合评价工作督察评分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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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食品放心工程管理指标评价细则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评价要点

计
分
权
重

评价标准

A C
内涵说明

政
府
落
实
情
况

111
领导重视
与否

11 政府会议纪
要

013 纪要明确 经要不够明确

21 分管领导 013 领导明确 不够明确

31 牵头部门 012 牵头明确 不够明确

41 实施方案 012 方案完整 , 目标
具体 , 可操作性
强。

方案一般

11列入政府议事日程 ,定期召开会议 ,听取有关部门汇
报 ,研究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及时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
21 分管领导明确 ,工作情况熟悉 ;
31 牵头单位职责明确 ;
41 实施方案结合本地实际 ,目标具体 ,各部门任务明确、
措施得力、有特色 ,对下级政府工作监督有力度。

112
部门落实
情况

11 部门领导重
视情况

013 领导重视 一般重视

21 方案落实情
况

013 有力 度 , 有 检
查 ,有成效

成效一般

31 职能落实情
况

012 职能到位 ,有记
录

基本到位 ,记录
一般

41 食品安全事
故处理情况

012 有查处方案 ,结
论明确

查处工作还存
在较大差距

11 各部门领导对工作目标措施、进度情况熟悉 ;
21 根据本地实施方案制定了落实方案或措施 ;
31 部门职能落实到位 ,工作有成效 ,措施得力 ,完成了预
期目标 ;
41对食品安全事故反应灵敏 ,行动迅速 ,处理及时、到
位。

113
工作协调
情况

11 各部门配合
情况

015 互相配合 ,形成
合力

配合还有差距

21 执法行为 015 企业反映好 企业反映一般

11各部门有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协作意识 ,监管资源
整合得好 ;
21执法行为规范 ,避免重复抽检 ,提高监管水平和效
率 ,探讨执法联动机制有创新。

监
管
保
障
措
施

211
人 员、机
构、经费落
实情况

11 监管硬件条
件情况

014 人员、机构到位 人员、机构基本
到位

21 经费保障情
况

016 经费落实 经费基本落实

11 根据本地实际情况 ,相关监管机构、职能、人员及配备
条件与所承担的工作相适应 ;
21 食品放心工程实施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并得到保
障。

212
检测体系
建设情况

11 检测监测网
络体系

015 建立了网络 ;水
平不断提高 ,条
件明显改善

网络体系、业务
水平有差距

21 检测资源整
合情况

015 资源得到整合 ,
作用充分发挥

检测机构作用
发挥一般

11 建立健全检测监测网络 ,检测机构条件和水平能保证
当地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需要 ; 21 检测机构整合检测资
源 ,统一协调 ,条件互补 ,资源共享 ,充分发挥各有资质的
检测机构的作用。

213
制度保障
情况

11 食品安全监
管信息整合情
况

014 信息整合好 ,信
息共享

信息整合差 ,不
能共享

21 重大食品安
全事故应急预
案

012 预案完备 预案一般

31 重大食品安
全事故责任追
究制度

014 建立、明确、有
力度

基本建立和明
确、力度一般

11 建立了食品安全监管信息报告、通报、分析、共享、预
警、发布体系 ;
21 制定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
31 建立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实
施
措
施
落
实
情
况

311
食品源头
监管

11 农药兽药残
留超标情况

013 使用规范 ,残留
下降

规范使用一般

21 农产品生产
基地建设情况

012 基地建设不断
加强

基地建设缓慢

31 日常监管制
度及落实情况

015 日常监管制度
得到落实

监管力度不够 ,
源头整治不明
显

11种植养殖业产品农药滥用 ,畜产品、水产品违禁药物
滥用和药物残留超标得到有效控制 ;
21 加强了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
31 建立了农业投入品日常监管制度并得到落实 ;
4、源头污染控制成效显著。

312
食品生产
加工环节
监管

11 无证照加工
食品、非食品原
料加工食品情
况

012 食品加工证照
齐备、规范

证照齐备 ,规范
生产一般

21 食品添加剂
使用情况

012 规范使用 基本规范

31 生猎屠宰、注
水肉和病畜肉
上市情况

012 规范屠宰 ,合格
上市

基本规范 ,仍存
在一定隐患

41 日常监管制
度及落实情况

014 措施到位 ,监管
严格

监管措施落实
存在差距

11无证照加工食品、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行为得到遏
制 ;
21违法使用禁用食品添加剂和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行
为得到遏制 ;
31 城市基本实现生猪定点屠宰 ,基本消除注水肉和病畜
肉上市 ,牛、羊、禽类定点屠宰积极推进 ;
41 建立了日常监管制度并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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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件 1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评价要点

计
分
权
重

评价标准

A C
内涵说明

实
施
措
施
落
实
情
况

313
食品流通
环节监管

11 市场准入情
况

012 准入严格 准入一般

21 进货制度落
实情况

012 索证索票 ,台账
齐全

索证索票 ,台账
不全 ;

31 农产品市场
和生鲜食品超
市情况

012 有安全检测措
施 ,进市严格

安全检测措施
不健全 ,进市不
严格

41 日常监管制
度及落实情况

014 监管措施到位 监管措施不完
善 ,落实不到位

11 食品质量进货检查验收制度、购销台帐制度、市场开
办者质量责任制度和销售食品质量承诺等食品安全准
入制度比较健全、完善 ;
21 市场巡查制度执行到位 ;
31 食品质量监督抽查制度成效明显 ;
41 不合格食品退市制度全面落实。

314
食品消费
环节监督

11 无证照餐馆
整治情况

014 无证照现象得
到遏制

无证照基本遏
制

21 公共食堂监
管情况

012 无中毒现象发
生

饮食安全仍有
隐患

31 散装食品销
售规范情况

012 符合规范 基本符合规范

41 卫生监督量
化分级管理

012 量化分级管理
成效突出

量化分级管理
工作进展缓慢

11 无证照餐馆基本得到整治 ;
21 学校、建筑工地食堂饮食安全得到有效监管 ;
31 散装食品销售行为得到规范 ;
41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得到全面实施 ;
51 建立了日常监管制度。

315
重点整治
情况

11 儿童食品整
治情况

016 整治工作成效
显著

整治工作成效
一般

21 打击“三假”
情况

014 有效遏制 基本遏制

11 儿童食品整治有措施、有成效 ,劣质奶粉在市场上基
本消除 ;
21打击食品假包装、假标识、假商标有力度 ,整治成效
显著。

316
信用体系
建设情况

11 试点工作进
展情况

015 政府、部 门 重
视 ,试点工作及
时启动

政府、部门重视
不够 ,试点工作
进展不利

21 制度建设情
况

015 积极建立完善
各种制度

制度建设工作
成效不大

11 政府、部门对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重视 ,有试点工作方
案 ;
21 积极开展试点工作 ;
31 企业经营档案和监管部门信用档案基本建立。

317
大案要案
查处情况

11 大案要案查
办情况

015 认真受理 ,及时
查办

案件受理、查处
不及时

21 大案要案移
送情况

015 移送及时 移送不及时

对大案要案受理快 ,查办及时 ,移送及时。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411
国家确定的
预期目标完
成情况

按文件规定应
当完成的目标

110 各项目标实现 部分目标没有
实现

11 国办发[2004 ]43 号文件 :《关于 2004 年食品安全专
项整治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 ;
21国食药监察 (2004) 66 号文件 :《关于 2004 年食品放
心工程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

412
本省 (区、市)
确定的预期
目标完成情
况

本省 (区、市) 规
定应当完成的
目标

110 各项目标实现 部分目标没有
实现

11 各省政府办公厅 (2004) ××号文件《关于 2004 年食
品放心工程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 ;
21 各省政府办公厅 (2004) ××号文件《关于 2004 年食
品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

413
本地确定的
预期目标完
成情况

按本地规定应
当完成的目标

110
各项目标实现

部分目标没有
实现

11 各市 (地)办公室 (2004) ××号文件《关于 2004 年食
品放心工程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 ;
21 各市 (地)办公室 (2004) ××号文件《关于 2004 年食
品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

宣
传
教
育
工
作
情
况

511
宣传教育
措施

11 食品放心工
程宣传周开展
情况

012 有方案 ,措施落
实

方案一般 ,收效
不明显

21 食品放心工
程宣传力度情
况

012 形式多样 ,成效
显著

形式单一 ,效果
一般

31 对企业教育
培训情况

012 企业责任意识
增强

企业责任意识
一般

41 食品安全知
识普及情况

012 消费者自我防
范意识增强

消费者自我防
范意识一般

51 媒体报道情
况

012 报道深入 ,客观
及时

报道一般

11 按照国务院八部 (局)部署 ,开展了食品放心工程宣传
周活动 ;
21利用各种形式 ,广泛宣传食品放心工程的重要意义、
内容、措施 ;
31 组织对管理相对人的教育培训 ,强化食品加工经营企
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 ;
41 利用各种形式 ,宣传、教育群众 ,使广大消费者了解食
品安全知识 ,树立自我保护意识 ;
51 监管部门及时公布食品安全信息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及时曝光 ;
61 媒体能积极、客观、及时报道食品放心工程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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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件 1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评价要点

计
分
权
重

评价标准

A C
内涵说明

牵
头
单
位
工
作
开
展
情
况

611
组织协调
工作落实
情况

11 协调机制落
实情况

013 协调机制形成 ,
工作落实到位

协调机制基本
形成 ,工作落实
不到位

21 牵头部门履
行职责情况

013 牵头作用发挥
得好

牵头作用发挥
一般

31 监管制度建
设情况

014 有制 度 , 有 创
新 ,成效显著

有制度 ,但创新
较差 ,成效不显
著

11部门协调机制落实得好 ,及时召开部门协调会议 ,研
究问题 ,及时通报食品安全信息 ;
21牵头部门履行职责 ,组织协调工作到位 ,注重调查研
究 ,查清本地食品安全状况 ,发现问题主动出击 ,及时认
真制定年度食品放心工程实施方案 (整治方案) ;
31 监管制度建设有创新 ,并取得成效。

612
对重大食
品安全事
故组织查
处情况

11 工作主动性 015 牵头作用发挥得
好 ,事故查处及
时 ,处理到位

牵头不主动 ,组
织查处重视不
够 ,处理不到位

21 报告制度 015 报告制度完备 ,
报告及时

有报告制度 ,报
告不够及时

11 主动牵头组织开展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查处工作 ;21 重
大食品安全事故信息及时向政府和上级部门报告。

管理指标评价评分计算方法说明

一、管理指标评价细则有一级指标 6 项 ,二级指标 19 项、51 个评价要点。二级指标的评价等级分为 A、

B、C1D 四级 ,评价标准给出 A、C两级 ,介于 A、C之间的为 B 级 ,低于 C级的为 D 级。

二、用语解释 :基本、一般表示达到合格标准 ;较好表示达到良好标准 ;好、完备、显著、到位等表示达到

优秀标准。

三、打分表 (见表 1)中二级指标评价要点后逐项填上 A、B、C、D 中的一项 ,全部打完分后 ,将每个 A 对应

　　　　　　　　　
表 1 　食品放心工程管理指标评价打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
要点

权重
评价等级

A B C D

1

111 1 013

2 013

3 012

4 012

112 1 013

2 013

3 013

4 011

113 1 015

2 015

2

211 1 014

2 016

212 1 015

2 015

1 014

213 2 012

3 014

3

1 013

311 2 012

3 015

1 012

312 2 012

3 012

4 014

1 012

313 2 012

3 012

4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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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
要点

权重
评价等级

A B C D

3

1 014

314
2 012

3 012

4 012

315 1 016

2 014

316
1 015

2 015

317
1 015

2 015

4

411 1 110

412 1 110

413 1 110

5

1 012

2 012

511 3 012

4 012

5 012

6

1 013

611 2 013

3 014

612
1 015

2 015

总计 19 51 19

的权重分别加起来 ,就得到全部 A 的累加结果。依此类推 ,就分别得到 B、C、D 的累加结果。根据判定标准 ,

即可得到管理指标评价结果。

四、打分及计算方法举例见示范表 (见表 2) 。

表 2 　食品放心工程管理指标评价打分示范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
要点

权重
评价等级

A B C D

1

111 1 013 A

2 013 B

3 012 A

4 012 C

112 1 013 B

2 013 A

3 013 A

4 011 B

113 1 015 A

2 015 B

2

211 1 014 A

2 016 A

212 1 015 A

2 015 C

1 014 A

213 2 012 B

3 014 A

3

1 013 A

311 2 012 B

3 015 B

1 012 A

312 2 012 A

3 012 B

4 01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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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
要点

权重
评价等级

A B C D

3

1 012 A

313 2 012 B

3 012 C

4 014 B

1 014 A

314
2 012 B

3 012 A

4 012 A

315 1 016 A

2 014 A

316
1 015 B

2 015 B

317
1 015 B

2 015 C

4

411 1 110 A

412 1 110 B

413 1 110 B

5

1 012 A

2 012 A

511 3 012 B

4 012 A

5 012 B

6

1 013 A

611 2 013 B

3 014 A

612
1 015 A

2 015 B

总计 19 51 19 26 21 4

　　示范表 (见表 2)评价结果计算如下 :

A = 013 + 012 + 013 + 013 + 015 + 014 + 016 + 015 + 014 + 014 + 013 + 012 + 012 + 012 + 014 + 012 + 012 + 016

+ 014 + 110 + 012 + 012 + 012 + 013 + 014 + 015 = 914

B = 013 + 013 + 011 + 015 + 012 + 012 + 015 + 012 + 014 + 012 + 014 + 012 + 015 + 015 + 015 + 110 + 110 + 012

+ 012 + 013 + 015 = 812

C = 012 + 015 + 012 + 015 = 114

根据判定标准 :

A = 914 < 14 ,C < 3 ,D = 0 ,故评价结果不能得优秀。

A + B = 912 + 719 = 1716 > 14 ,D = 0 < 1 ,故评价结果为良好。

附件 2 :

食品放心工程重点品种检测指标评价要求

粮食

一、评价品种 :小麦粉、米粉

二、评价项目

11 小麦粉 :

(1)增白剂含量 (过氧化苯甲酰) ;

(2)违禁添加次硫酸氢钠甲醛 (吊白块) 。

21 米粉 :

(1)违禁添加次硫酸氢钠甲醛 (吊白块) ; (2)二氧化硫含量。

三、检测引用标准

11 小麦粉、米粉 : GB 2760 —1996《食品添加剂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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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国质检执[2002 ]183 号文附件 2《食品中次硫酸氢钠甲醛 (吊白块)的检测方法》;

31GB/ T 18415 —2001 食品中增白剂含量 (过氧化苯甲酰)的测定 ;

41GB/ T 5009134 —2003 食品中亚硫酸盐的测定。

四、检测评价

根据当地检测部门的检测结果进行评价。

肉

一、评价品种 :生猪、上市猪肉

二、评价项目

11 定点屠宰率 (猪) ;

21 生猪 :盐酸克伦特罗 (瘦肉精)残留 ;

31 上市猪肉 :注水肉、“瘦肉精”。

三、检测方法和检测标准

11 生猪“瘦肉精”尿样快速检测依据 :农牧发[2001 ]38 号猪尿中克伦特罗检测方法 - 酶联免疫测定法筛

选 ,用 NYΠXQ 421 —2003 动物尿液中盐酸克伦特罗 (瘦肉精) 残留的检测 - 气相色谱/ 质谱 ( GCΠMS) 方法确

证 ;

21 上市猪肉“瘦肉精”检测方法和标准 : GB 1840613 —2001《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畜禽肉安全要求》

及 NYΠT 468 —2001《动物组织中盐酸克伦特罗的测定气相色谱/ 质谱法》;

31 上市猪肉水分测定 : GB 18394 —2001《畜禽肉水分限量》。

四、检测评价

根据当地检测部门的检测结果进行评价。

蔬菜

一、评价品种 :叶菜类、果菜类、球茎类 ,具体品种各地在三类中每类自定至少一个品种。

二、评价项目 :

农药残留 :有机磷

三、检测方法及检测标准 :

11 蔬菜农药残留实验室检测依据 : GBΠT 50091145 —2003《食品中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残留的

测定》; GB/ T 50091146 —2003《食品中有机氯和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多种残留的测定》; GB 1840611 —2001《农产

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蔬菜安全要求》; GB/ T 18630 —2002《蔬菜中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的农药残留量的简易

检验方法 酶抑制法》。

21 其他项目检测依据 :韭菜 NY/ T 5001 —2001 ;白菜类蔬菜 NY/ T 5003 —2001 ;茄果类蔬菜 NY/ T 5005 —

2001 ;甘蓝类蔬菜 NY/ T 5008 —2001 ;菠菜 NY/ T 5089 —2002 ;芹菜 NY/ T 5091 —2002。

四、检测评价

根据当地检测部门的检测结果进行评价。

水果

一、评价品种 :各地自定不少于 2 个品种

二、评价项目 :

农药残留 :有机磷

三、检测方法及检测标准 :

11 水果农药残留实验室检测依据 : GB/ T 50091145 —2003《食品中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残留的

测定》; GB/ T 50091146 —2003《食品中有机氯和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多种残留的测定》; GB 1840612 —2001《农产

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水果安全要求》;

21 其他项目检测依据 :柑桔 NYΠT 5014 —2001 ;香蕉 NYΠT 5021 —2001。

四、检测评价

根据当地检测部门的检测结果进行评价。

乳及乳制品

一、评价品种 :未经加工鲜奶、定量包装消毒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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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项目

11 未经加工鲜奶 :抗生素 (青霉素)药物残留 ;

21 定量包装消毒奶 :微生物指标。

三、检测方法和检测标准

11 青霉素检测依据 : GB/ T 5409 中奶的检验方法

21 袋装消毒奶微生物检测依据 : GB 478912 —2003 食品中菌落总数的测定 ; GB 478913 —2003 食品中大肠

杆菌群的测定 ; GB 478914、GB 478915、GB 4789110、GB 4789111 —2003 食品中致病菌的测定。

判定标准 :未经加工的鲜奶应依据 NY 5045 —2001《无公害食品 生鲜牛乳》;袋装消毒奶应依据 GB

540811 —1999《巴氏杀菌乳》; GB 540812 —1999《灭菌乳》。

四、检测评价

根据当地检测部门的检测结果进行评价。

豆制品

一、评价品种 :豆制品任选一种

二、评价项目

11 原料 :大豆变质发霉情况 ;

21 凝固剂 :卤水、石膏使用量 ;

31 微生物指标 :细菌总数、大肠菌群、致病菌 ;

41 防腐剂 :苯甲酸、山梨酸。

三、检测方法与检测标准

11GB 2715 —1981《粮食卫生标准》;

21GB 2760 —1996《食品添加剂食用卫生标准》;

31NY 5189 —2002《无公害食品 　豆腐》;

41GB 2711 —2004《非发酵性豆制品及面筋卫生标准》;

51GB 2712 —2004《发酵性豆制品卫生标准》。

四、检测评价

根据当地检测部门的检测结果进行评价。

水产品

一、评价产品 :水发产品 ,冻虾或活虾

二、评价项目

11 水发产品 :甲醛 ;

21 冻虾或活虾 :氯霉素。

三、检测方法和检测标准

11GB 1840614 —2001《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水产品安全要求》;NY 5073 —2001《无公害食品 　水产品

中有毒有害物质限量》;

21 鲜活水产品氯霉素和呋喃类药物残留检测依据分别为 : SNΠT 0347《出口肉中氯霉素残留量检验方

法》;SN 0530 —1996 出口肉品中呋喃酮残留量检验方法 ;SN 0530 —1996 出口肉品中呋喃唑酮残留量检验方

法 - 液相色谱法 ;

31 甲醛采用 NY 5172 —2002《无公害食品 　水发水产品》方法检测 ,水发产品本身含有甲醛本底 ,采用试

剂快速检测法易误判。

四、检测评价

根据当地检测部门的检测结果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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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

食品放心工程消费者满意度评价调查表

实施食品放心工程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重中之重 ,自 2003 年 ,国务院二次召开全国电视

电话会议进行部署 ,并对实施食品放心工程 ,开展食品专项整治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11 你是否知道你们地区实施了食品放心工程、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这项工作。[单选 ,请在选项代码上中

画 < ]

A1 知道 ; 　B1 听说过 ; 　C1 不知道

21 你是否知道食品放心工程、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主要内容 ? [单选 ,请在选项代码上中画 < ]

A1 知道 ; 　B1 听说过 ; 　C1 不知道

31 你所在城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开展食品放心工程、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效果 : [单选 ,请在选项代

码上中画 < ]

A1 比较好 ; 　B1 一般 ; 　C1 不好

41 你所在城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受理的投诉、举报、咨询、提建议的处理情况。[单选 ,请在选项代码

上中画 < ]

A1 比较好 ; 　B1 一般 ; 　C 不好 ; 　D1 不了解

51 你对所在城市食品安全状况进行评价[单选 ,请在选项代码上中画 < ]

A1 放心 ; 　B1 部分品种不放心 ; 　C1 多数品种不放心 ; 　D1 说不好

61 您采购食品最关注什么 ? [单选 ,请在选项代码上中画 < ]

A1 安全性 ; 　B1 价格 ; 　C1 品牌 ; 　D1 包装、标识

71 日常生活中 ,对于“食品安全”您[单选 ,请在选项代码上中画 < ]

A1 关注 ; 　B1 比较关注 ; 　C1 不关注

81 你认为所在城市食品安全最大的隐患在那一个环节 ? [单选 ,请在选项代码上中画 < ]

A1 种植、养殖环节 ; 　B1 生产加工环节 ; 　C1 食品批发企业、超市、销售门 (店) ;

D1 消费环节 (餐饮店、饭店、学校食堂、建筑工地食堂) ; 　E1 其他

91 你认为所在城市最不放心的食品是什么 ? [单选 ,请在选项代码上中画 < ]

A1 粮食 ; 　B1 蔬菜 ; 　　C1 肉及肉制品 ; 　D1 奶制品 ;

E1 水果 ; 　F1 豆制品 ; 　G1 水产品 ; 　H1 说不好

101 在食品安全方面 ,您第一担心的是 ( 　) ;第二担心的是 ( 　) [单选 ,请在选项括号内填上代码 ]

A1 食品添加剂 (如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等)超量使用问题 ;

B1 有毒有害物质 (如农药、抗生素、重金属)高残留问题 ;

C1 使用转基因原料 ,标签中不予说明的问题 ;

D1 散装食品卫生问题 ;

E1 食品过期变质问题 ;

F1 其他

111 购买食品不要忘记仔细查看标签。通常情况下 ,您比较关心食品标签中下列哪些内容 ? [多选 ,请

在选项代码上中画 < ]

A1 食品名称 ; 　B1 配料表 ; 　C1 净含量 ; 　D1 厂名、厂址 ;

E1 生产日期 ; 　F1 保质期 ; 　G1 产品标准号

121 下面各种不诚信的食品生产或经营行为和现象中 ,您遇到最多的是 : [多选 ,请在选项代码上中画

< ]

A1 假充真或以次充好 ; 　B1 缺斤少两 ; 　C1 虚假或错误标签标识 ;

D1 利用大众媒体虚假宣传 ; 　E1 过期食品仍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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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为了搞好“食品安全”,您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单选 ,请在选项代码上中画 < ]

A1 严格检验检疫 ; 　B1 加大处罚力度 ; 　C1 开展消费者教育 ;

D1 倡导生产经营者诚信 ; 　E1 规范生产工艺 ; 　F1 行业加强自律

141 个人基本情况 (您的个人资料我们绝对保密 !)

您的年龄 : 　　　岁 (请直接在横线上填上周岁年龄)

您的职业或身份 : ( 　　)

A1 党政、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

B1 独资、合资或民营企业工作人员 ;

C1 离退休人员 ;

D1 下岗、失业人员 ;

E1 学生 ;

F1 农民/ 农民工 ;

G1 其他

您的文化程度是 : ( 　)

A1 大学本科及以上 ; 　B1 大学专科 ; 　C1 高中、中技、中专 ; 　D1 初中及以下

您的性别 : ( 　)

A1 男 ; 　B1 女。

您家庭的人均月收入为　　　元 (请直接在横线上填上收入金额)

附件 4 : 食品放心工程综合评价工作督察评分汇总表

评价
指标

评价
分数

评价等级 评价标准 得分 说明

管理
指标

40

优秀 A ≥14 ,C≤3 ,D = 0 40

良好 A + B ≥14 ,D ≤1 35

合格 D ≤3 30

不合格 D ≥5 25

A + B + C + D = 19

评价结论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检测
指标

45

11 未开展检测指标评价的为 0 分 ;
21 按规定只完成部分项目检测的 ,每少完成一项扣除 5 分 ;
31 未按办法规定开展检测工作 ,抽检工作不规范 ,有的检测数据不
真实 ,按实际情况扣除 10 至 25 分。

消费
者满
意度
指标

15

各项判分标准 :
11A ≥30 %为满分 3 分 ;
21B ≥50 %为满分 3 分 ;
31A + B ≥70 %为满分 3 分 ;
41A + B ≥60 %为 2 分 ;
51A + B ≥50 %为 1 分 ;
61A + B < 50 %为 0 分 ;

11 仅对附件 3 中一至五项指标进行评
价 ,六至十四项指标供制定政策措施时
参考 ;
21 五项指标每项 3 分。

总分 100

减分 20

11 年度内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群体性食物中毒在 100 人以上并
造成 1 人以上死亡的) ;
21 辖区内发生制售假劣食品大案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的 ;
31 食品安全监管中有弄虚作假行为或者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隐
瞒不报的。
以上视情况扣 1 - 20 分。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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