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加强部门配合与协作 ,提高专项整治工作的合力。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在开展上述三个方面的专项

整治工作时 ,要加强与教育、农业、公安、工商、质检等相关部门的协作 ,及时沟通信息 ,总结经验 ,堵塞管理

漏洞 ,切实解决餐饮单位、学校食堂和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监管中的薄弱环节。

五、加强新闻宣传 ,重视舆论监督作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大力宣传量化分级管理这种合理配置卫

生资源并与国际接轨的食品卫生监管新模式 ,同时要及时将餐饮单位和学校食堂量化分级管理情况、食品

添加剂生产企业监管情况及监督检查发现的大案、要案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扶优治劣 ,震慑不法行

为 ,增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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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食药监办[2003 ]174 号

关于印发《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监、公安、农业、商务 (经贸) 、卫生、工商、质量技术监督 (厅、局) ,海关广东分署、上

海、天津特派办 ,各直属海关 :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的通知》(国办发 [ 2003 ]65 号) 精神 ,根据 7

月 18 日国务院办公厅召开的“全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电视电话会议”的部署 ,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牵

头 ,公安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海关总署共同制定了《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实施方

案》,现印发你们 ,请参照执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二 ○○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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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吴仪副总理关于专项

整治要体现“专”和“实”的指示精神 ,结合各有关部门管理职责 ,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贯彻落实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和全国实施食品药品

放心工程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针对当前食品药品安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结合当前食品药品安全形势 ,实施

食品药品放心工程。进一步打击制售假劣食品药品的违法活动 ,取缔无证照生产经营食品药品的行为。对

食品要强化源头污染的治理 ,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管理 ,加强“从农田到餐桌”各环节全方位的严格监管 ;对

药品要集中整顿和规范中药材专业市场 ,以带动药品市场的全面整顿。食品药品放心工程 ,按照“标本兼

治、着力治本”的工作方针和“突出重点、带动全面”的工作思路 ,从实际出发 ,确定阶段内可实现的目标 ,提

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注重实效。以阶段性成果带动长效机制的建立 ,促进食品药品市场的全面规范 ,确保人

民饮食用药的安全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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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食品放心工程的工作安排

(一)食品放心工程的重点 :突出源头污染治理和与百姓生活关联度较高的品种 ,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

品违法犯罪活动。

重点品种 :粮、肉、蔬菜、水果、奶制品、豆制品、水产品等。

重点环节 :农产品种植、养殖 ;食品生产加工 ,特别是大中城市城乡结合部食品加工点 ;重点品种批发、

零售等流通环节。

从现在开始 ,通过阶段性整治 ,在 2003 年底前基本达到下列目标 :

1. 非法生产、经营、使用禁用和违规使用限用农药、兽药行为得到有效控制。

2. 重点品种安全质量合格率较往年有明显提高。

3. 无证照生产、加工、经营食品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4. 制售假冒伪劣和有毒有害食品的大案要案得到及时查处。

(二)强化对食品源头污染的治理。

预期目标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超标率较年初有明显下降。

主要措施 :

1. 农业部要加强农业投入品的管理 ,全面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以解决蔬菜有机磷农药残留为

突破口 ,进行植物产品农药残留超标整治 ;以严查“瘦肉精”污染为主线 ,进行畜产品违禁药物滥用和兽药残

留超标整治 ;以查氯霉素污染为切入点 ,进行水产品药物残留超标整治。严格按农业部公告发布的禁用和

限用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要求 ,加大对农业投入品管理的力度。

21 卫生、质检、工商、商务等部门针对重点品种 ,在各环节建立和完善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 ,索

证、索票制度 ,监督检查企业建立完整的购销台账 ,保证各环节进货渠道合法 ,加强检测检验 ,确保货源质量

安全。

3. 食品药品监管局组织力量 ,重点对食品源头污染治理进行综合监督和检查 ,对重点品种整治效果作出

评价。

(三)严格市场准入 ,规范经营行为。

预期目标 :建立食品管理各环节的准入条件和标准 ,突出流通渠道的规范和企业购销记录制度的监督

实施 ,依法实行行政许可 ,严格把关 ;建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退出机制。

主要措施 :

农业部根据农业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修订计划 ,突出无公害农产品和优势农产品行业标准的制定修

订 ;引导和支持农产品生产基地建立以自检为主的速测网络 ;对无公害食品生产基地开展采收前检测和对

进入市场的农产品开展检测 ;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制度 ,把好农产品市场准入关。指导和支持各

地今年内新建无公害农产品示范基地 100 个 ,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综合示范区 50 个。

卫生部重点组织对学校食堂、餐饮单位 ,包括各类宾馆、饭店、餐馆、酒楼、饮食店等以及食品添加剂生

产企业的监督检查 ,推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 ,加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卫生日常监管和卫

生许可证发放的监督管理。做好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进一步完善食品卫生法规、标准和食品污染物监测

网络。

质检总局全面推进加工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 ,认真开展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强制检验和计

量监督等工作。围绕原材料进厂把关、生产设备、工艺流程、产品标准、检验设备与能力、环境条件、储运、包

装等方面进行审查。今年年底完成对米、面、油、酱油、醋等五类食品的审查、发证 ,并逐步对肉制品、乳制

品、饮料、调味品、方便面、饼干、罐头、冷冻饮品、速冻面米食品和膨化食品等 10 类食品实行质量安全市场准

入制度。严格生产条件 ,凡不具备保证食品质量安全基本条件的企业 ,不准开业生产 ,已经开业的要立即停

业整顿。凡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产品 ,不准出厂销售。把好进出口食品质量关。对食品制假重点品

种、重点区域组织专项执法检查和打假行动 ,严厉打击用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

为 ,取缔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窝点。会同有关部门加快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 ,推广农业

标准化示范区 ,建立完善统一权威的农产品食品标准、认证、检验检测体系。

工商总局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进行一次普遍排查 ,审核其主体资格 ,严格执行卫生许可

前置审批规定 ,把好市场主体准入关。严格检查进入市场的食品质量 ,重点组织对粮油、酒类、调料、肉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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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蔬菜、水果、奶、豆制品、水发产品、饮料等食品及节日消费食品的专项质量抽查 ,及时向社会公布抽查

结果。对食品广告的虚假宣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标识使用违法行为等 ,严肃查处 ,监管到位。

商务部加强对食品流通业的行业指导和管理 ,整顿和规范食品流通秩序 ,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建

立保障食品安全的行业自律机制 ,实施上市销售食品安全市场责任制。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检测体系 ,加大

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管理力度 ,严把市场准入关。建立具有保障食品安全质量、符合环保要求的销售网络体

系 ,年内争取在每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建立一个样板市场 ;在有条件的大中城市积极推行“农

改超”,中等城市和大中城市的郊区基本实现农贸市场退路进厅。

公安部督促指导地方公安部门及时依法查处制售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案件 ,查处制假售假违法犯

罪分子 ;指导地方公安部门配合有关行政管理部门 ,开展行政执法工作 ,查处暴力抗法案件。

海关总署按照职能分工 ,认真履行食品进出口监管职责。

食品药品监管局督促监督食品市场准入条件和标准的落实情况 ,监督检查各有关部门行政审批责任制

的落实情况。

各有关部门积极推行信用体系建设 ,强化食品生产企业法人、食品市场主办者、大型超市经营者是食品

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要根据职责探索规范食品流通安全管理制度 ,完善和规范市场准入制度 ,注意总

结食品产销“场厂挂钩”、“场地挂钩”,“农改超”,食品购销索证、索票等经验并加以推广。

(四)取缔无证照食品生产经营行为 ,打击制售假劣食品违法犯罪活动。

预期目标 :无证照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得到清除 ,全国重大制售假劣食品违法犯罪活动得到有效遏制。

主要措施 :

11 由地方人民政府发出公告 :要求城乡结合部等区域无证照食品加工经营点 ,限期关闭 ,做好场所退租

加工设施撤除等工作。

2. 组织有关部门 ,在全国大中城市 ,对城乡结合部非法加工经营点进行拉网式检查 ,彻底清除无证照生

产经营食品的行为。

3. 各地政府选择问题多、群众反映大的食品 ,集中查处生产、加工、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有毒有害食品 ,

在食品中掺杂使假、以次充好、以不合格食品冒充合格食品以及商标侵权、虚假广告宣传等行为。涉嫌构成

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和有毒有害食品案件 ,有关部门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察。

4. 公安机关配合有关行政管理部门 ,采取有效措施 ,依法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和有毒有害食品的案件 ,追

根溯源 ,捣毁制假窝点 ,严惩制假售假违法犯罪分子。

(五)抓好消费环节监管 ,突出学校食堂和餐饮业食品安全的管理。

预期目标 :建立学校食堂食品卫生安全管理规范 ,分地区、分类别进行试点 ,全面推广食品卫生监督量

化分级管理制度。

主要措施 :

1. 卫生部组织对全国所有学校食堂进行一次突击检查 ,发现问题 ,边整边改 ,逐步完善监管措施 ;

2. 对餐饮业按照量化分级管理规定 ,确定重点环节进行监管 ;

3. 卫生部、教育部建立学校食堂卫生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三、关于药品放心工程工作安排 (略)

四、宣传教育工作

宣传教育工作要贯穿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的始终 ,要结合阶段性任务搞好宣传教育工作。

(一)配合国办通知和电视电话会议 ,侧重宣传食品药品专项整治工作部署。发动群众 ,发挥社会监督

作用 (7 月下旬) 。

(二)编印各种宣传资料 ,分期分批向社会发放。在有关媒体开辟专项整治专栏。主要内容是普及食品

药品安全知识 ,增强人民群众食品药品消费的维权意识和责任意识 (8 月至 10 月) 。

(三)印发公告。

(四)公布举报电话 ,发动社会监督。引导和鼓励消费者 ,对制售假劣食品药品的违法行为和违法违规

生产经营食品药品的行为进行举报。

(五)正面宣传近年来食品药品市场整顿的成效 ,有重点地宣传一些名牌企业 ,增强人民群众消费的信

心 (8 月至 1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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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结性宣传。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对专项整治进行综合性报道。

五、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为动员部署阶段 ,时间为 7 月下旬。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实施方案部署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动计划。

第二阶段为集中实施和督查指导阶段 ,时间自 7 月下旬到 12 月中旬。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严格按照方案要求 ,组织各有关部门开展排查活动 ,摸清底数 ;开展企业全面整改工

作 ;全面取缔无证照生产经营行为和取消不符合生产经营要求的企业的资格 ,并对典型案例进行公开曝光。

各有关部门加强对本部门、本系统专项整治工作的经常性督促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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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等部门 ,将组织督查组分赴各地进行督查 ,发现问题及

时提出整改意见。

第三阶段为总结验收阶段 ,时间为 12 月下旬。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 ,对照目标认真做好自我

检查验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有关部门将本地区、本部门开展食品药品放心工程情况于今年年底之

前上报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品药品监管局对各地上报的材料进行汇总后上报国务院。

六、几点要求

(一)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负责本区域内的食品药品放心工程 ,要进一步加强领导 ,明确牵头单位和办事

机构 ,协调指挥本地区的专项整治工作。对跨地区、跨部门大案要案 ,要及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协助做好地

区间和部门间联动。认真执行《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加强办案协作 ,切实提高执法效

能 ,保证打击取得实效。

(二)地方政府和各有关部门 ,要正确处理食品药品放心工程与加强日常监管的关系 ,正确处理阶段性

任务与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的关系。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实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任务的同时 ,必须加强食

品药品的日常全面监管 ,堵塞各种漏洞 ,采取各种防范措施 ,确保食品药品安全。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实施

方案》,结合本部门职能 ,制定具体行动方案 ,把工作想细、做细 ,务求专项整治取得实效。

(三)要在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的同时 ,狠抓食品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和行业自律建设。充分发挥食品

药品行业协会、学会的作用 ,引导协会、学会等组织制定行业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 ,使企业通过承诺制和建

立诚信档案 ,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四)加强信息沟通交流。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应加强专项整治工作信息沟通与交流 ,自 7 月下旬

开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应每半个月将本地区、本系统实施食品药品放心

工程的情况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一次 ,重大情况及时通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编发《食品药

品放心工程简报》,及时报送国务院 ,同时抄送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3 ]55 号

卫生部关于发布 2003 年第一次
食品卫生监督抽检和专项检测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根据全国卫生监督抽检工作计划 ,我部从 2003 年 1 月份开始 ,组织对河北、湖北、湖南、四川、上海、重

庆、福建、山东、辽宁、江苏、陕西、贵州、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北京、河南、吉林、甘肃、山西等 2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市售食品进行了卫生抽检 ,并对部分市售食品中的污染物、添加剂、重金属等部分污染物指标

进行了专项检测。

抽检的 9 类 239 种食品产品 ,合格 232 种 ,合格率 9711 %。对 13 种常见的污染物进行了专项监测 ,监测

583 件样品 ,合格 561 件 ,合格率 9612 %。具体情况如下 :

一、产品抽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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