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测非常必要。

总体而言 ,昌平区蔬菜农药污染相对较轻 ,但残

留问题仍不容忽视 ,尤其是冬季蔬菜中氨基甲酸酯

农药的污染必须引起足够重视。政府部门应采取有

效措施 ,加大农药残留监管 ,保证蔬菜食用安全。蔬

菜基地应加强对分散种植菜农的管理 ,农药统一购

置、统一发放使用 ,从源头上禁止高毒、高残留农药

的使用。大型蔬菜配送中心应尽快建立检验室 ,对

收购的蔬菜及时进行农药残留检测 ,防止不合格蔬

菜流入市场。
(志谢　蔬菜样品中农药残留检测均由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承担 ,同时本文经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吴

国华主任医师指导 ,特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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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 , 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80 %。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多数在农

村 ,并且最终受害的多数是农民 ,农村成了兜售假

劣、有毒有害食品的重灾区。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

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国务院办公厅制定的《2006

年全国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和《卫生部关于

2006 年开展食品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中都明确地

将农村食品作为重点整治对象。为此 ,如何加强农

村食品卫生监督管理是摆在全国食品卫生监督员面

前的一大难题 ,本文试对在农村开展餐饮业食品卫

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1 　农村开展餐饮业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存

在的问题

111 　职能监管部门监督无法到位 　从 1983 年《食

品卫生法 (试行)》到 1995 年《食品卫生法》的正式实

施至今 ,二十多年来 ,全国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 ,从

各级卫生防疫站到现今的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下设的

　　

卫生监督所 ,其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始终未能真正

到位。首先是卫生监督员数量少 ,县级卫生监督机

构一人多职现象普遍存在。如福建省卫生监督员人

均监管 260 家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有的县市人均监

管 400 家以上。三明市有 2 区 10 县[1 ] ,辖区总人口

约 270 万 ,现有发放卫生许可证的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14 243家 ,专兼职食品卫生监督员 72 人 (其中近一

半的监督员同时承担着食品、公共场所、化妆品、饮

用水、学校、职业病和放射卫生监督任务) ,人均监督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达 197182 家。其次是食品卫生

监督机构设置不合理。目前我国的食品卫生监督机

构建制 ,只有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有食品卫生监

督权 ,乡镇未设置卫生监督机构 ,所以县级食品卫生

监督机构承担着县辖区内所有的食品卫生监督工

作。以现有的食品卫生监督员力量要应付城区的食

品卫生监督工作已是勉为其难 ,再加上乡镇的偏远、

交通不便、卫生监督机构经费紧缺、交通工具缺乏等

原因 ,导致乡镇的食品卫生监督覆盖面窄 ,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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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监管频次少。另外由于在部分农村仍存在集

(墟)日 ,不少乡镇的餐饮业是到集 (墟)日营业 ,为赶

集 (墟)的农民提供快餐、小吃 ,平时则关门停业。食

品卫生监督机构一年难得几次的监督检查 ,基本无

法覆盖到。同时农村相应的其他监管部门如工商等

监管也无法到位 ,无工商执照经营的现象普遍存在 ,

故而形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即按照规定办理卫生

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还需要支出一定费用 ,不办

相关证照省钱又省事 ,且照经营不误。导致农村食

品生产经营者互相攀比 ,拒绝接受监管 ,给监督工作

造成困难。

112 　达不到卫生部推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

理的目标 　卫生部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实施量化分

级管理 ,其总体目标之一是合理配置卫生人力资源 ,

科学监督管理 ,提高食品卫生监督水平和效能。通

过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 ,建立明确

的监督效果评价标准 ,实现食品卫生监督由定性管

理向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动态管理转变 ,保证将食品

卫生监督工作的重点放在问题突出、群众意见较大

的产品和生产经营单位。按照卫生部《食品卫生监

督量化分级管理指南》要求 ,推行量化分级管理应遵

循全程监督、量化评价分级管理和动态监督的原则 ,

对评定为 B 级的餐饮业监督频率应达到 6 次Π年 ,C

级的 10 次Π年。目前现有的监督力量对乡镇的食品

生产经营单位仅能达到年平均监督 2 次左右 ,而现

有的餐饮业经过量化评定后 C 级占了 70 % ,尤其是

乡镇已取得卫生许可证的餐饮业绝大部分只能是 C

级 ,距达到逐步调整食品卫生监督管理模式 ,加大监

管力度 ,提高监督效率的要求还相差甚远。

113 　卫生设施简陋 ,达不到规范要求 　据福建省对

小型餐饮业的调查 ,全省无证经营占 20145 % ,持有

卫生许可证中卫生设施和设备不符合要求的占

6813 %。小型餐饮业则主要分布在乡镇[2 ] 。大部分

农村餐饮业的加工经营场所内只有简易炉灶、1 至 2

个水池 ,食品处理区内清洁操作区、准清洁操作区和

一般操作区不分 ,所有的加工操作均在一室甚至露

天操作。经营投资少、规模小 ,根本没有卫生设施 ,

没有餐具消毒设施 ,没有防护设施。

114 　从业人员自身素质较差 　农村从事餐饮业的

经营者大多数文化程度偏低 ,不少人连自己的名字

也写不清楚 ,且广泛存在一人开店 ,家庭成员临时帮

忙的现象 ,其法律意识、食品安全意识、经营责任意

识、自我保护意识、食品卫生知识等严重缺乏 ,对《餐

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中要求的加工

操作规程视同天书 ,根本无法做到。从业人员无健

康证明上岗 ,不穿戴工作衣帽上岗、加工操作不规范

等现象普遍存在。

115 　食品消费能力、食品卫生知识水平和自我保护

能力较差 　由于许多农村的经济还不是很发达 ,农

村群众收入有限 ,消费能力相对较弱。受经济条件

的限制 ,农村消费者购买食品时往往只看重价格 ,忽

略质量 ,求便宜心态仍然是他们在选择商品时首先

考虑的。与此同时 ,农民消费者对食品卫生知识所

知甚少 ,卫生质量意识也差强人意 ,面对不洁食品 ,

面对肮脏消费环境常常表现为漠然处之 ,麻木对待 ,

主张权利的极少 ,自我保护意识极差。

2 　对农村开展餐饮业卫生监督量化管理的思考

211 　协调相关部门 ,从政策上保证卫生监督体系的

建设 　针对卫生部《关于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若干

规定》中提出的体系建设要求 ,卫生部应商同国家相

关部门 ,争取在财政经费、人员编制等方面给予规范

统一的配备 ,形成政策性文件 ,保证各级政府切实将

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

加大投入 ,充实力量 ,建立规范合理的卫生监督运行

机制和保障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各级地方政府

对卫生部关于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规定在落实时随

意性大 ,在人员配备和经费保障等方面长期欠债 ,无

法到位的现状。使卫生监督体系真正地得到建立

健全。

212 　加快卫生监督体系建设 　卫生监督体系是公

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认真贯彻落实卫生

部《关于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和《卫生监

督机构建设指导意见》,实行综合执法 ,全面推进依

法行政 ,以基础设施建设和执法装备建设为重点 ,全

面加强卫生监督机构的能力建设 ,改善卫生执法工

作条件 ,提高各级卫生监督机构的综合执法能力 ,建

立职责明确、行为规范、执法有力、保障到位的卫生

监督体系 ,确保如期完成中央提出的建设目标。

213 　加强农村食品卫生监督网络建设 　在卫生监

督机构建设时 ,应将农村的食品卫生监督工作摆在

重要位置 ,充实农村食品卫生监督力量 ,保障农村食

品卫生监督工作人员和经费到位 ,在乡镇派出一定

的食品卫生监督员 ,由县级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统一

管理 ,并进行业务培训 ,建立覆盖农村的食品卫生监

督体系。使农村的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

得以实实在在地开展。

214 　完善农村小型餐饮业量化评分标准 　我国的

餐饮业种类繁多 ,传统的制作方法五花八门 ,使餐饮

业无法适用统一规范的标准来衡量。卫生部应当针

对农村小型餐饮业现状制定相应的量化评分标准 ,

突出重点规范指标 ,形成简洁易懂、操作性强的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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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统一管理规范 ,便于农村小型餐饮业实现规

范管理。使广大农村小型餐饮业能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量化分级管理。

215 　加强农村食品卫生宣传培训 　针对农民食品

卫生法律和安全知识匮乏 ,农村食品从业人员食品

卫生管理意识不强等问题 ,应加强宣传和培训工作。

在农村宣传中 ,要采取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

式 ,充分利用农村围墙、乡 (镇) 政府公示板 ,通过悬

挂条幅 ,刷写标语 ,散发宣传单、开辟食品卫生专栏、

通过闭路电视等形式宣传 ,并可在农闲季节集中开

展食品卫生宣传活动 ,聘请专业人员讲解食品卫生

知识 ,大力普及食品卫生和安全科普常识 ,宣传食品

卫生法律法规 ,使农民群众获得基本的食品卫生知

识和依法维权的法律知识 ,不断提高农村消费者的

自我保护意识、识假辨假及依法维权的能力。同时

要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培训 ,增强食品生产经

营者遵守食品卫生法律法规的自觉性 ,提高食品生

产经营者的整体素质 ,使食品生产经营者具备相应

的食品卫生知识、食品营养常识 ,并强化其守法意识

和责任意识。

216 　加强基本卫生设施建设 　食品卫生监督机构

应按照有关餐饮业卫生规范的要求 ,严格卫生行政

许可 ,加强对农村餐饮业基本硬件设施的预防性审

查 ,强化餐饮业基本硬件设施建设。同时开展专项

监督整治 ,对达不到餐饮业基本硬件设施要求的给

予限期改正 ,到期不改正者予以取缔。努力杜绝无

证经营、设施卫生条件差、餐具不消毒或消毒工作不

落实、从业人员无证上岗等现象 ,建立符合标准、行

为规范、健康文明的餐饮业经营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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