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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将保洁橱放在了餐用具洗消间内 ,就造成了一

般操作区与准清洁区的交叉污染问题。在这种情况

下 ,泰州市要求所有的餐饮部门要配备数量足够的

电子消毒柜和带臭氧的保洁柜 ,作为获得卫生许可

受理的必备条件。为了减轻中小饭店经营业主的经

济压力 ,泰州市政府拨专款定制了数千台电子消毒

柜和保洁柜 ,对双下岗职工经营的饭店进行无偿资

助 ,收效显著。

3 　讨论

311 　中小型餐饮单位是《规范》执行的难点 　本次

调查发现 ,中小型餐饮单位的达标情况不容乐观 ,离

国家卫生城市的标准还有一定距离。对不达标的原

因分析发现 ,多半餐饮部门都是硬件设施不到位 ,尤

其是独立的餐用具洗消间和容易导致食物中毒的冷

菜专间 ,而这两个部位恰恰是导致食品交叉污染的

重点部位 ,因此受到卫生监督部门的格外重视。不

能达标的原因中 ,经济是主因 ,也符合中小餐饮单位

投资低的特点。而过于急切的整改期也导致了泰州

瓦匠市场的紧俏 ,使整改成本进一步加大。泰州市

政府拨专款对经济困难的小餐饮单位进行资助的做

法收到了成效 ,也赢得了各餐饮业主积极配合整改

的热情。

312 　加强软件资料的管理 　本次调查重点是硬件

设施是否到位 ,对于软件管理资料的评价制定的达

标线不高 ,主要是因为本次推行《规范》是以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为目标 ,而餐饮部门的卫生管理却是日

常卫生监督工作的重点。硬件设施的到位是软件资

料管理的前提 ,而日常卫生监管却是降低食物中毒

事故发生的关键。已有研究表明卫生管理与产品质

量的合格率有关 ,是关键控制点之一[2 ]
;来自美国爱

荷华州 40 家饮食机构食品接触台面 (操作台、砧板、

餐具)需氧菌、肠道细菌、葡萄球菌 3 项指标的检测

结果发现 ,3 项指标全部合格的只有 2 家 ,其中 3Π4

的饮食机构砧板需氧菌总数超标 ,研究人员提出加

强从业人员培训和加强监管是解决问题的关键[3 ] 。

在 4 个月的软件管理过程中 ,我们制作了卫生管理

台帐 ,发放了各类食品卫生管理制度和生熟标识 ,对

冷菜间的从业人员进行了专项培训 ,并对经营业主

和卫生管理员进行了多次《规范》培训 ,强调食品处

理区的划分概念、索证、食品加工流程的卫生要求等

内容 ;加强了新入食品行业从业人员体检和卫生及

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工作 ,以提高他们的卫生意识 ;

规范食品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以减少在食品加工

过程中出现交叉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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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年 6 月 ,方城县卫生局 (下称卫生局) 以

《卫生工作简报》的形式 ,向县有关领导部门通报了

对方城县某自来水公司 (下称某公司) 20 份自来水

样品抽检的结果 ,并对该公司内部卫生管理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监督工作意见。方城县广

电局下属某广播电台 (下称广电局)依据该期简报的

部分内容 ,擅自改编制作成广播稿件向社会进行了

连续报道。1998 年 7 月 ,某公司以卫生局水样品采

集违反操作程序 ,检测结果不准确 ,广播稿内容失

实 ,侵犯其名誉权为由诉至方城县法院。2000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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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方城县法院一审认定卫生局检测结果失真 ,报道

失实 ,原告诉讼理由成立。判决卫生局停止侵权 ,恢

复名誉 ,消除影响 ,公开赔礼道歉。卫生局不服此判

决上诉至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 年 9 月 ,经南

阳市中院裁定认为 ,一审法院判决程序违法 ,撤销原

判 ,发还重审。2001 年 4 月 ,方城县法院另行组成

合议庭并追加广电局为共同被告重审此案。重审合

议庭审理认为 :原告诉卫生局检测结果不准确的理

由成立 ,但卫生局的“简报”发送对象和范围具有特

定性 ,故构不成对原告的名誉权损害。广电局在“简

报”原制作机关 (卫生局) 不是主动供稿或被动接受

采访的情况下 ,未征得制作者的事先同意或默许 ,擅

自将“简报”改编成“广播稿”在电台播发 ,侵犯了原

告名誉权应予赔偿。2002 年 11 月 ,广电局不服原审

法院重审判决意见 ,上诉至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2 年 12 月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

判决 :某公司在明知此事发生的二年内未向上诉人

主张权利 ,其要求广电局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 ,

已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 ,丧失了胜诉权。原审法院

判令上诉人广电局承担民事责任不当 ,予以纠正 ,驳

回某公司提出的要求上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请

求。故卫生局、广电局均不承担民事责任。

此例名誉权纠纷案件是由于工作简报通报内容

涉及到水样品抽检结果而引发的特殊民事诉讼案

例 ,而围绕该通报内容 ,各方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集

中在水样品采集过程中的操作规范、检测结果的认

定以及“工作简报”与“广播稿件”内容失实的因果关

系等问题上 ,现将有关问题讨论如下。

1 　人民法院对卫生行政机关提交的水样品采集现

场记录等证据材料不予采信。在法庭举证阶段 ,卫

生行政部门出示了由被采样单位陪同人签字认可的

依程序制作的《样品采集记录》,该记录证实采样方

式为“现场无菌操作采样”。而被采样单位出示了卫

生监督员、陪同采样工作人员的书面证据材料 ,证明

卫生行政机关对水源水实施现场采样时是由该公司

工作人员完成 ,而非监督员按规范亲自操作。通过

证据对比 ,合议庭采纳了某公司提供的监督员自我

陈述证言 ,最终认定“卫生局水样采集未按国家规定

的操作程序进行”,推定“检测结果失准 ,工作简报内

容失实”。某电台依“工作简报”部分内容制作的

“新闻稿件”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认定为“新闻稿

件”侵犯了原告名誉权。由于水是特殊的商品 ,水商

品在采集、贮存、检测过程中具有特殊要求 ,因卫生

检验机构按照规定对水样品不做留样保存 ,不受理

复检的申请[1 ] ,所以无法提供更加具有说服力的证

据推翻原告的诉讼理由 ,导致一审法院认定卫生行

政机关“工作简报”内容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

2 　工作简报内容词语表述不够客观、准确 ,降低了

通报内容的可信度。如通报中“1 - 5 月份 ,现场共

采集样品 20 份 ⋯⋯其中 15 份样品不符合《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而实则是卫生检测机构 4 - 5 月

份共采集水样品 20 份 ,1 - 3 月份并无水样品现场

采集记录资料 ,因此 ,应表述为“今年止 6 月份以前

(或止目前)现场共采集样品 20 份 ⋯⋯”更为确切合

适。再如 ,《对县城生活饮用水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的情况通报》的简报主标题 ,我们认为也不够客观准

确 ,有待进一步推敲 ,是否应以《对城区生活饮用水

卫生质量检测结果通报》为宜 ?

3 　人民法院在审理名誉权侵害案件司法实践应用

中 ,认定“工作简报”与“新闻材料”构成侵权要素的

区别。此案中 ,我们始终认为 ,“工作简报”是国家管

理行政事务的一种管理文书 ,是一种管理形式的体

现 ,它不是公开性文书 ,而是由内部管理组织编发的

行政管理文书 ,传递于领导机关、单位内部之间 ,是

仅供领导参阅的内部文书 ,具有特定的发送对象和

发送范围 ,传阅对象、数量均受到限制[2 ] 。它区别于

行政机关在主观上需要向社会公开发布的依职权制

作的公告、通告、公报类管理文书 ,更有别于向媒体

提供的新闻报道类具有传播作用的稿件[3 ] 。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对仅供领导部门参阅的内部性刊物资

料 ,人民法院对此引起的名誉权诉讼不应受理”的司

法解释[4 ]
,原审法院重审合议庭和二审人民法院均

认定卫生行政机关“工作简报”本身不构成侵权。按

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对因新闻材料失实 ,引

起名誉权纠纷的 ,应认为侵犯他人名誉权”[5 ]
,其构

成要素为 :“制作者主动供稿或被动提供新闻材料、

得到提供者同意或默许造成侵权者 ,应承担侵权责

任”[6 ] 。显然 ,本案例中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卫生行政

机关属主动供稿或被动提供新闻材料 ,因此不构成

名誉侵权。广电局在原工作简报制作机关不知情的

情况下 ,擅自把“失实简报”部分内容整理编辑制作

成新闻稿件在社会广泛传播的行为 ,法院认为其已

对某公司造成名誉侵权。但某公司对广电局主张的

权利已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 ,丧失了胜诉权 ,故广电

局不再承担民事责任[7 ] 。

本案例是卫生行政机关在依法行使职权过程中

体现出的民事和行政两种行为。一方面 ,卫生行政

机关依照法定职权通报反映了对某个行业卫生监督

抽检的结果 ,属行政行为 ;另一方面 ,被通报单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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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抽检结果持有异议 ,与卫生行政机关就检测采样

环节是否违规操作发生争议 ,由于新闻媒体的参与 ,

认为侵犯了其名誉权 ,属民事行为 ,从而引发了民事

案件中的名誉权纠纷。作为受卫生行政机关委托的

案件诉讼代理人 ,笔者参与了整个案件诉讼的全过

程 ,通过对本案的全面分析总结 ,主要有以下体会和

教训。

(1) 卫生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

工作程序进行 ,操作符合工作规范要求 ,切实提高执

法水平和工作质量 ,切不可随意简化程序违规操作 ,

造成工作程序违法。同时应避免因工作质量不高、

操作不规范造成不必要的诉讼和争议 ,以免使行政

机关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工作陷入被动。

(2) 撰写制作行政文件和执法文书时 ,对事实

表述一定要客观、公正、准确 ,用语要规范 ,使用法律

语言 ,文书制作主体要合法 ,力求全面完整、真实可

靠。上报、下达、发布的行政文件或对外出具的检验

报告、鉴定结论等法律文书要严格内部审批制度 ,逐

级审查签字批准 ,必要时加盖单位公章。

(3) 为新闻单位撰写涉及工作内容的稿件时 ,

或因工作需要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以及行使出证权力

等职权行为时 ,必须由单位审查推荐并加盖公章 ,或

受单位主要领导授权方可实施 ,切不可自作主张 ,以

免因个人行为对工作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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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强重庆市餐饮业的卫生监督管理 ,贯彻落

实《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食品卫

生许可证管理办法》和《饭馆 (餐厅) 卫生标准》以及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有关要求 ,防止餐饮单位超

规模、超负荷接待集体定餐 ,预防食物中毒、食源性

肠道传染病的发生 ,引导消费者科学选择就餐单位 ,

重庆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于 2005 - 2006 年对接待

集体定餐的餐饮单位开展接待能力专项调查 ,并制

定重庆市餐饮单位接待集体定餐最大能力核定办

法。由卫生行政部门对餐饮单位接待集体定餐最大

能力按统一标准进行核定 ,发放餐饮单位食品卫生

许可证时 ,在许可项目中注明 ,并向社会公示 ,引导

　　

消费 ,同时接受监督 ,防止因超负荷接待给食品卫

生、安全带来隐患。现将该核定办法陈述如下 ,与同

道商榷 ,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1. 1 　对象

重庆市行政区域内 ,取得合法经营手续 (卫生许

可证、营业执照等) 、获评食品卫生 A 级、B 级信誉度

并有能力接待集体定餐 (承办 100 人Π次以上的集体

宴席)的餐饮单位。

1. 2 　方法

1. 2. 1 　现场核查 　由卫生监督员对餐饮单位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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