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加强对基层卫生监督机构和人员工作指导。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大投入力度 ,提高卫生监督机

构和人员的工作条件和业务素质 ,通过业务培训等多种形式 ,提高监督队伍执法水平。

(三)加强对生产经营单位的法制宣传教育。实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 ,既是集中整治的过程 ,也是宣传

普及法律知识的重要手段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食品卫生法律法规的宣传 ,尤其

是做好对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的宣传教育 ,提高其守法意识和依法组织生产的自觉性。

(四)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各地在工作中 ,要及时向当地政府领导报告重要工作动态及专项整治进展情

况 ,加强与公安、农业、工商、质检、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 ,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的违

法活动 ,形成整治合力 ,共同做好 2004 年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各项工作。

(五)有关工作进展情况 ,请及时按要求函报我部法监司。我部将适时组织对各地工作进展情况的专项

督查活动。

联系人及电话 :张旭东 　68792407 　　胡学珍 　68792406

传真 :68792408

附件 :11 食品生产企业使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检查汇总表 (样式) (略)

21 散装食品专项整治重点单位 (样式) (略)

31 县 (区)级 7 类重点食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专项治理登记表 (样式) (略)

4. 食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专项检查汇总表 (样式) (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四年三月十日

卫生部文件
卫法监发[2004 ]53 号

卫生部关于 2004 年元旦春节期间食品卫生督查工作情况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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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04 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 ,我部组织开展了元旦春节期间食品、

饮用水卫生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实行食品卫生重要动态日报告制度 ,并组织 6 个工作组赴福建、浙江、湖北、

江苏、北京、河北、江西、湖南、云南、贵州、辽宁和吉林等 12 省份开展督查工作 ,督促检查各地落实节日期间

食品卫生安全工作情况。工作组采取听取汇报与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重点对《餐饮业食品卫生管理办

法》、《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集贸市场食品卫生管理规范》、《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

等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会同省、市级卫生行政部门及卫生监督机构对超市、集贸市场、餐饮业、学校进

行检查 ;对各地节前打击食品生产加工“黑窝点”情况及大要案查处情况进行调查 ;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

研究并督促当地进行整改。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

一、各地工作进展情况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针对当地存在的主要食品卫生问题和薄弱环节 ,主要厅局领导亲自带队 ,省地县上

下联动 ,对重点地区、重点环节、重点市场和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食品进行了专项执法检查 ,端掉了

一批制假售假窝点 ,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 ,曝光了大量违法行为和不合格产品 ,处理了一批严重违法犯罪分

子 ,确保了节日食品卫生安全。

(一)领导高度重视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各地党委、政府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按照实践“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的要求 ,把做好两节期间食品卫生安全工作作为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头等大事抓好。贵州省副省长、

省政协副主席和贵阳市副市长等省市主要领导亲自带队检查节日市场食品卫生 ;辽宁和吉林省在省委省政

府的直接领导下 ,专门成立了以省卫生厅主要领导为组长的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北京市卫生局在全市

部署从 2003 年 12 月 25 日至 2004 年 2 月 5 日六个阶段的公共卫生专项监督检查 ,重点是餐饮业、超市、农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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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等 ;云南省卫生厅在 2003 年 11 月 11 日发出了《关于开展 2004 年全省元旦、春节期间食品卫生安全保障

集中行动的通知》,重点对旅游地区、旅游景点和农家乐餐饮以及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等进行监督检查。其他

省份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加强领导、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狠抓节日期间的食品卫生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促进

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11 开展食品卫生专项检查行动。吉林省卫生行政部门从 2003 年 12 月 25 日开始 ,在全省范围内对生活

饮用水、餐饮卫生、散装食品、农贸市场等开展食品、饮用水卫生专项监督检查 ,共出动卫生监督人员 7730 人

次 ,车辆 868 台次 ,检查单位 3177 万户次 ,没收销毁不合格食品近 77 吨 ,总价值近 400 万元 ,罚款 89170 万

元 ;清理取缔无证经营食品单位 1967 户 ,打掉地下黑加工点 86 个。辽宁省在 2004 年 1 月 12 日 —17 日“突击

行动周”期间 ,集中开展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卫生监督检查活动 ,共出动卫生监督人员 3705 人次 ,对 6818

个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了监督检查 ,责令整改 958 家 ,罚款 35400 元 ,没收并销毁各种不符合卫生要求的

食品 7000 余公斤 ,取缔黑食品加工点 29 家。河北省共出动卫生监督人员近万人次 ,监督检查各类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近 116 万人 ,查处违法案件 87 件 ,没收假冒伪劣食品 4 万多公斤 ,行政处罚 10 多万元。江西省共

出动卫生监督人员 16000 人次 ,共检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13637 户 ,立案查办各类卫生违法案件 486 起 ,查获

各类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食品 12. 4 吨 ,总标值 8 万余元 ,捣毁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窝点 112 个 ,移送公安司法机

关处理的案件 3 起 ,共 13 人。

21 对集贸市场和食品超市落实《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集贸市场食品卫生管理规范》情况进行的专

项监督检查。如北京市在全市 30 多个大型农贸市场和超市设立了食品卫生快速检测中心 ,由各区县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派出技术力量进行指导 ,免费为检测中心提供消耗试剂 ,检测中心可以为消费者免费检测他们

所购买的食品。福建省采取教育和整治相结合的方式 ,规范集贸市场和散装食品的管理 ,将集贸市场专项

整治同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有机结合 ,将治理“餐桌污染”工作中“五类产品”列入集

贸市场整治的重点 ,加强对集贸市场的卫生监督检查 ,对蔬菜农药残留、水产品及水发制品甲醛含量加强监

测 ,规范熟肉制品生产加工场所、制作过程、添加剂使用以及销售环节的管理。拟定《福建省食品超市卫生

管理办法》,积极推行“农改超”。湖北、江苏等省开展了超市和集贸市场落实《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和

《集贸市场食品卫生管理规范》的专项监督检查 ,对节日需求量极大的肉及肉制品、豆制品、水产品、糕点、调

味品等进行了认真检查。从检查情况看 ,大型连锁超市和商场能够严格执行《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要

求 ,规范散装食品的摆放、包装、标识、回收处理等。

31 开展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专项监督检查 ,严防投毒事件发生。福建省制定下发《福建省城市生活

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办法》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供水卫生安全工作的通知》,在全省 15 个城市开展生活

饮用水和二次供水监测工作 ,监测市政管网末梢水和二次供水的合格率分别为 8818 %、6811 %。

41 开展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准备情况的检查。辽宁和吉林省制定了预防和处理食物中毒的预案 ,

组织专门预防和处理食物中毒机动队 ,并于节日期间在新闻媒体上宣传食品卫生工作的目的、意义和预防

控制食物中毒发生的措施 ,向社会公布举报、投诉电话 ,认真接待人民群众的来访。

(三)狠抓大要案 ,查处“黑窝点”。湖南省对曝光的“精炼猪油”和“红薯粉丝中违法添加非食品原料”案

依法进行了严肃查处。江西省共查处假冒伪劣食品标值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大案要案 2 起 ,已移送公安机

关处理。江苏省查处了泰兴市部分加工厂利用劣质或病死猪肉为原料、加入过量的亚硝酸盐和非食用色素

等加工制作成香肠的违法案件。福建省在全省范围内对粮油店、早点店进行全面清查 ,共查获霉变大米 17

吨 ;开展“地沟油”专项整治行动 ,查处了新宏安调味品厂用“地沟油”和宾馆废弃油加工蒜头、虾酱案 ,林福

安等 3 名涉案人员已被公安机关逮捕。

(四)加强宣传 ,认真处理投诉举报。各地在加大监督检查工作力度的同时 ,积极开展食品卫生监督执

法的现场报道和追踪报道 ,公布投诉举报电话 ,及时发布有关卫生监督执法信息。北京市设立了全市的投

诉举报中心 ,要求接到投诉后 ,城区卫生监督员在 30 分钟、近郊区 60 分钟、远郊区 90 分钟内到达现场处理。

福建省在省市县三级卫生部门建立了“两节”期间值班制度 ,向社会公布食品卫生举报电话。

二、发现的问题

总体上看 ,在今年元旦春节期间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严格执行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的各项要求和规

定 ,开展了大量监督检查工作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 ,各地也暴露出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的薄弱环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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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 ,需要引起足够重视。主要有 :

(一)卫生执法监督队伍数量与所承担的工作要求相比严重不足 ,上级部门布置工作难以落实 ,食品卫

生安全工作存在一些漏洞。尤其是基层卫生执法监督工作因经费投入、执法装备不足 ,不能开展经常性的

监督检查工作。以经济相对较发达的江苏省为例 ,全省卫生监督员约 2500 人 ,而列入监管范围的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就有 27 万个 ,每个卫生监督员平均要监督 150 —200 个单位 ,加上工作经费短缺 ,缺乏足够的交通

工具和采样、快速检测、通讯装备 ,要做到对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进行有效监管难度相当大。

(二)地区间工作开展不平衡 ,尤其是边远地区的食品卫生状况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通过现场检查集贸

市场、食品超市发现 ,一些地方还没有完全落实《集贸市场食品卫生管理规范》和《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

的要求 ,未对当地情况进行深入研究 ,缺乏具体的工作方案和监督检查计划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对此也不十

分了解 ,影响了《集贸市场食品卫生管理规范》和《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的全面实施。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2004 年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力度实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 ,继续以贯彻落实《食品卫

生法》,实施《食品安全行动计划》为重点 ,完善食品污染物监测网络和预警措施 ,大力推行食品卫生监督量

化分级管理制度 ,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日常监管和卫生许可证发放的监督管理 ,采取有效措施做好

食物中毒预防控制工作 ,进一步提高我国的食品卫生安全水平。各地应围绕以下重点做好食品药品放心工

程的实施工作 :

(一)在 2003 年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专项整治的基础上 ,开展食品生产企业使用食品添加剂的专项监督

检查工作。

(二)会同商务、工商等部门开展集贸市场、食品超市食品卫生专项监督检查 ,加大对集贸市场、食品超

市实施《集贸市场食品卫生管理规范》和《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的监管力度。

(三)以查处大案要案为重点 ,强化食品生产环节的日常监督检查 ;以实施保健食品 GMP 制度为重点 ,加

强保健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 ,建立消费信心。

(四)以学校食堂和餐饮业等消费环节为重点 ,全面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

(五)贯彻《行政许可法》,重点对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发放的部分食品加工行业的食品生产卫生许可证进

行清理整顿 ,坚决清理并收回不符合发证条件的食品卫生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调味品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
卫发电[2004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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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期 ,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曝光了湖北省公安县制作毛发酱油案 ,湖北省卫生行政部门正依法立案

查处并积极组织追查有关产品的流向。针对“毛发水”兑制酱油 ,我部曾于 2001 年 7 月 11 日发出《关于严厉

查处非法制售假冒伪劣调味品的紧急通知》(卫发电 [ 2001 ]23 号) ,要求各地严格按照《食品卫生法》和有关

标准对酱油等调味品进行专项检查并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此案暴露出基层食品卫生监督管理的薄弱环节 ,

应引起各地区卫生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为做好春节期间的食品卫生管理工作 ,进一步加强酱油等调味品

的监管 ,维护人民身体健康 ,特紧急通知如下 :

一、各地应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调味品卫生管理办法》和相关标准的规定 ,配制酱油生产企业的食品

卫生许可证必须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发放 ,并注明配制酱油的许可项目 ,严禁越权审批发放卫生许可证。

二、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立即组织对酱油等调味品生产企业的专项监督检查 ,并请于 1 月 30 日前 ,对

已审核发放食品卫生许可证的配制酱油生产企业实施全面检查 ,要求做到不漏一户 ,不留死角 ,逐一审核登

记建档。重点检查 :1、配制酱油原料 (包括食品添加剂) 的来源 ,其生产经营企业是否具有合法资格、是否取

得卫生许可证 ;2、酱油企业的生产条件是否符合《食品卫生法》和食品企业卫生规范的要求 ,有无超范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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