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部文件
卫监督发〔2004〕467 号

卫生部关于暂停生产销售济世慈航○R 绿源蜂胶胶囊的紧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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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 ,江西省南昌市卫生局根据群众举报情况 ,对南昌唐安糖尿病之家 (南昌市南京西路 79 号)销售“济

世慈航○R 绿源蜂胶胶囊”情况进行了卫生监督检查。经抽检发现生产批号为“2004108126 0791”的“济世慈航

○R 绿源蜂胶胶囊”含有“苯乙双胍”和“格列本脲”药物成分。南昌市卫生局已对南昌唐安糖尿病之家依法进

行查处 ,并通过媒体公告追回已售出产品。上述济世慈航○R 绿源蜂胶胶囊的标识为“研发机构 :北京济世堂

中医药保健研究所 ;委托加工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品商 :北京京康友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6 号 ;批准文号 :国食健字 G20040384”。

为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 ,根据《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 ,现紧急通知如下 :

一、从即日起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责令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立即停止生产销售“济世慈航○R 绿源蜂胶胶

囊”,并公告收回已售出的上述产品。

二、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加强对保健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依法查处生产销售“济世慈航○R 绿源

蜂胶胶囊”的违法行为。

各地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请及时函告我部卫生执法监督司。

卫 　生 　部

二 ○○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卫生部　建设部　文件
卫监督发[2005 ]94 号

卫生部、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堂卫生管理工作的通知

建筑工地食堂食品卫生安全 ,关系到建筑工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 [2004 ]23 号) (以下简称《决定》) 明确要求强化建筑工地食

堂监督检查 ,切实维护建筑工人健康权益。各级卫生和建设主管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决定》精神 ,切实保

障建筑工人身体健康和饮食安全 ,把建筑工地食堂卫生监管工作落到实处。具体要求如下 :

一、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

各级卫生、建设主管部门要按照《决定》要求 ,将做好建筑工地食堂卫生工作作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 ,从维护广大建筑工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出发 ,充分认识建筑

工地食堂卫生工作的重要性 ,统一思想 ,加强领导 ,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建筑工地食堂卫生管理工作 ,将

党和政府对建筑工人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关心落到实处。

二、明确部门职责 ,密切部门合作

各级卫生部门应根据《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 ,发挥食品卫生监管技术优势 ,科学引导 ,合理规范 ,做

好建筑工地食堂卫生的指导监督工作。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应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有关规

定 ,做好辖区内建筑工地食堂的指导监督工作 ,并要求各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 GJ

59 —99) 、《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 GJ 146 —2004) 等要求 ,将工地食堂管理纳入建筑工地质量安全

管理体系 ,严格制度管理。各级卫生和建设主管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

建筑工地食品卫生管理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三、日常监督和专项整治相结合 ,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各级卫生部门应加强对建筑工地食堂卫生的日常监督 ,对食堂采购、贮存、加工中容易造成食物中毒或

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重要环节应重点进行监督指导。对发现的问题 ,要及时提出整改措施。通过完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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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卫生和食源性疾病事件调查的报告和处理机制 ,确保建筑工地食品安全事件报告及时、反应迅速、处理

得当。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对建筑工地食堂卫生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巡查 ,并将建筑工地食堂卫生管理作

为施工企业文明施工的重要检查内容和考核指标。

在食物中毒高发季节 ,各级卫生部门要会同建设主管部门对建筑工地食堂卫生状况开展专项整治 ,消

除建筑工地食堂食品安全隐患 ,确保建筑工人饮食卫生安全。

四、明确食品安全责任人 ,保障各项措施落实

建筑工地项目负责人是建筑工地食堂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 ;建筑工地食堂管理人员是食品安全直接负

责人 ,具体负责建立食品卫生责任制和有关食品卫生安全的管理制度 ,保证食堂环境、食品采购、贮存及加

工等符合《食品卫生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筑工地食堂要配备符合卫生标准的给水、排水等设施 ,配

备专职或兼职食品卫生管理人员 ,食堂从业人员必须持有效体检合格证明上岗。发生食物中毒事故后 ,食

堂开办单位应及时报告当地卫生和建设主管部门并积极协助医疗机构组织救治 ,对疏于管理 ,造成食物中

毒及其他食源性疾患或隐瞒不报的建筑工地食堂和相关责任人 ,要依法追究责任。

五、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食品卫生意识

各级卫生部门、建设主管部门要针对建筑工地食堂卫生的薄弱环节和预防集体食物中毒的重点环节 ,

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食品卫生知识宣传工作 ,倡导健康的饮食和卫生习惯 ,增强建筑工地食堂开办单位责

任意识 ,强化食堂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意识 ,提高建筑工人食品卫生知识和自我安全防范意识 ,切实保障建筑

工人饮食安全。

各地卫生、建设主管部门要按照《决定》要求 ,密切配合、合理分工、运行高效、形成合力 ,切实把建筑工

地食堂卫生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共同努力营造建筑工地食堂卫生的良好局面。

卫生部 　建设部

二 ○○五年三月九日

卫生部文件
卫监督发〔2004〕440 号

卫生部关于 2004 年裱花蛋糕国家卫生监督抽检情况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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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国家卫生监督抽检工作计划 ,我部组织全国部分省 (区)卫生行政部门对市售和生产企业的

裱花蛋糕进行了卫生监督抽检 ,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

据黑龙江、辽宁、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湖北、湖南、甘肃和西藏等 10 个省 (区)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经对

188 份裱花蛋糕的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和霉菌计数等卫生安全指标进行抽检 ,并依据《糕点、面包卫生标准》

( GB 7099 —2003)进行判定 ,结果有 86 份合格 ,抽样合格率为 4517 %(不合格产品名单见附件) 。

本次对裱花蛋糕的卫生监督抽检结果显示 :大肠杆菌超标是造成裱花蛋糕不合格的最主要原因 ,102 份

不合格裱花蛋糕中有 87 份的大肠杆菌超标 ,占 8513 % ;菌落总数超过标准的有 81 份 ,占 7914 % ;霉菌超过标

准的有 10 份 ,占 918 %。在以上不合格裱花蛋糕中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和霉菌计数 3 项指标均超标的占不

合格样品总数的 619 %。

对本次监督抽检工作中发现的不合格裱花蛋糕及其生产经营单位 ,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已进行查处 ,对

仍在市场流通的及被消费者购买的食品 ,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应责令生产单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

生法》的规定予以公告收回。

特此通报。

附件 :2004 年裱花蛋糕国家卫生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名单

卫 　生 　部

二 ○○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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