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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是卫生部应对

我国加入 WTO、食品贸易全球化形势 ,吸收国外先

进经验 ,结合我国实际提出的新的食品卫生监督管

理方法。2002 年 4 月卫生部下发了《关于推行食品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

围内推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按照卫

生部的要求 ,2006 年包头市重点在农牧区实施食品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

1 　农牧区食品卫生量化分级管理工作的具体做法

1. 1 　学习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

1. 1. 1 　监督员熟练掌握标准 　为统一思想、统一认

识、统一工作方法 ,包头市卫生局举办了农牧区食品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培训班 ,组织农牧区食

品卫生监督骨干参加 ,邀请专家进行授课 ,通过学

习 ,卫生监督员充分认识了开展食品卫生监督量化

分级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正确掌握了评审标准及各

个环节的规范化要求 ,确保在实施的过程中做到公

开、公平、公正。

1. 1. 2 　结合实际、细化评审标准 　《食品卫生监督

量化分级管理指南》中列出的评分表是一个基础的

标准 ,项目标准比较原则 ,而且一票否决项目较多 ,

农牧区现有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卫生条件很难达

到 ,运行时难操作。我们结合农牧区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实际卫生状况对评分标准进行了完善和细化 ,

同时对部分一票否决项目赋予较高分值作为评分项

目 ,并广泛征求意见 ,几易其稿 ,使之更科学、合理 ,

操作性更强。

1. 1. 3 　加强负责人培训 ,增大硬件投入 　农牧区卫

生监督部门多次举办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培训

班 ,向负责人详细讲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 ,如何使用

卫生许可量化评分表和经常性卫生监督量化评分表

表 ,以加强内部的自身管理 ,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及食

品卫生管理水平。要求生产经营者更换落后的卫生

设施、增加硬件投入 ,为具体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

分级管理制度奠定良好基础。

1. 2 　推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

1. 2. 1 　农牧区试点试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

理制度 　为了稳妥地开展农牧区量化分级管理工

作 ,有目的地选择了食品卫生加工条件较好的 10 个

餐饮单位作为试点单位 ,于 2006 年 3 月开展量化试

评分工作 ,从中完善评审标准和工作方法 ,掌握评审

尺度 ,积累评审经验。

1. 2. 2 　全面启动农牧区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

理制度 　根据农牧区实际情况将推行食品卫生监督

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分为制定方案和标准、动员和宣

传、单位自查自纠、卫生部门技术指导、单位自评申

报、现场监督初审、初步验收、确定信誉度级别、告

知、复验、公示及授匾几个阶段 ,全面推广食品卫生

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

2 　农牧区推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存

在的困难

2. 1 　量化分级管理制度要求高 ,难以达到 　包头市

5 个农牧区共有食品生产经营单位2 295户 ,其中小

型生产经营单位 (面积小于 30 m
2 ) 有 2 048户占

8912 % ,食品行业整体规模小、从业人员素质低、管

理水平低、软硬件设施不足 ,使用全国统一标准执

行 ,达到 C级的企业都很少 ,更何况B 级、A 级 ;不达

标企业整改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实际操作困难。

2. 2 　量化分级管理企业受益少 ,缺乏配合的积极性

　农牧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对量化分级管理

工作尚未充分了解 ,认为只是暂时行为 ,存在坐等观

望态度 ,争创高等级食品卫生信誉的积极性不高 ,再

加上推行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

少 ,致使企业不投入资金改善硬件设施 ,制约了食品

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推行。

2. 3 　不符合标准的企业难以取缔 　2006 年农牧区

对1 243户餐饮单位进行量化分级管理 ,共评出 B 级

11 户、C 级 21 户 ,D 级单位1 210户占 97135 % ,若 D

级单位一律不发卫生许可证或取缔不符合实际情

况 ,势必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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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力量不足 ,监督员有畏难情

绪　包头市 5 个农牧区地域辽阔 ,分散着食品经营

单位2 295户 ,而食品卫生监督员只有 67 名 ,监督工

作量大 ,只能应付发放卫生许可证 ,这是制约农牧区

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的根本原因。由于农牧

区 D 级企业占大多数 ,影响了监督员的积极性 ,监

督员有畏难情绪 ,制约了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

理制度在农牧区的有效推广。

2. 5 　宣传不足 ,社会知晓率低 ,难以形成社会普遍

要求 　由于农牧区的客观条件很难通过发放宣传材

料、媒体播报等方式宣传量化分级管理制度 ,广大民

众对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根本不知晓 ,未能吸引大众

参与 ,更谈不上知情选择 ,难以形成社会普遍要求 ,

势必影响量化分级管理制度的推进。

3 　对策

3. 1 　推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是以食品安

全为原则 ,而食品安全是政府的职责 　农牧区卫生

监督机构应呼吁政府加大对食品卫生机构投入 ,保

证食品卫生许可费用 ,适当增加卫生机构编制 ,加强

食品卫生监督力量 ;农牧区食品卫生机构也应以现

有力量以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 (如餐饮业、直

接饮用水和集体食堂等) 为突破口 ,树先进典型 ,以

点带面 ,逐步展开。

3. 2 　严格按分级管理的要求 ,规范食品卫生许可 　

对新办证企业加强完善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 ,把预

防性监督与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有机结

合起来 ,通过预防性卫生监督完善基础卫生设施 (特

别是小餐饮业的专间设施) ,使其一次性达到要求 ,

提高农牧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档次 ;对已发放卫

生许可证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应以卫生许可证年

审换证为契机督促企业进行改造 ,对于达不到发证

要求的坚决不予发证 ,并将无证的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通报政府有关部门。

3. 3 　建立长效激励机制 ,提高企业主动参与意识 　

通过进行风险度和信誉度的分级形成激励机制 ,促

进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 ,提高企业主动参与意识 ,不

同程度地投入一定资金进行整改 ,添加必要的卫生

设施 ,调整布局 ,规范操作规程 ,有效地促进食品卫

生水平的提高。

3. 4 　强化 C级以下食品卫生信誉度级别的监管 　

农牧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多为 D 级 ,面对大量的 D

级单位按照目前农牧区监督人员数量、装备、监管范

围、监督能力 ,要达到《指南》中要求的监督频率 (10

次Π年)相当困难。因此 ,卫生监督机构应首先抓住

在当地具有影响的大、中型单位和重点行业开展工

作 ,按步骤逐步推进 ,树立榜样、以点带面 ,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3. 5 　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必须切合实

际 ,提高可操作性 　在实施量化分级管理中 ,坚持以

《指南》为指导 ,并结合当地和行业的实际对评分表

适当加以调整 ,将带“ 3 ”(关键监督项目) 项目控制

在 10 %以内 ,其余项目以分值量化 ,卫生许可证审

查评分每年一次 ,如遇改、扩建项目增加一次 ,经常

性卫生审查评分项目按要求频率使用。

3. 6 　加大宣传力度 　推行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是一

项新的卫生监督管理模式 ,农牧区可通过宣传栏加

大宣传 ,使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得到社

会消费者的认同 ,鼓励消费者参与监督 ,让企业从中

得到益处 ,营造一个良好的食品卫生环境。
[收稿日期 :2006 - 12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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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母是一种非常漂亮的水生动物。它虽然没有脊椎 ,但身体却非常庞大 ,主要靠水的浮力支撑其巨大

的身体。

水母身体外形像一把透明伞 ,伞状体直径有大有小 ,大水母的伞状体直径可达 2 m。从伞状体边缘长出

一些须状条带 ,这种条带叫触手 ,触手有的可长达 20～30 m ,相当于一条大鲸的长度。浮动在水中的水母 ,

向四周伸出长长的触手 ,有些水母的伞状体还带有各色花纹。

水母的出现比恐龙还早 ,可追溯到 6. 5 亿年前。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水母约 200 种 ,我国常见的约有 8

种 ,即海月水母、白色霞水母、海蜇、口冠海蜇等。
[摘自 : http :ΠΠwww. soa. gov. cnΠkepuΠshengwuΠ13734c.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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