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监督管理

当前农村食品安全卫生现状、原因与监管对策探讨

史海根

(嘉兴市秀洲区卫生监督所 ,浙江 　嘉兴 　314000)

摘　要 :目的 　提高农村食品卫生监管水平。方法 　分析农村的食品卫生现状。结果 　农村各类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迅速增加 ,有些食品生产经营户由于资金投入少 ,因而规模小 ,设施简陋 ,卫生条件差。有的生产经营者法制

观念和卫生意识谈薄。有的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 ,使用不法手段制假售假。结论 　农村食品卫生安全存在较大隐

患 ,是当前食品卫生监督工作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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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农村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和政府监管力度

不够 ,存在较多的食品卫生问题 ,为做好农村的食品

安全工作 ,保障消费者的饮食安全 ,结合秀洲区农村

食品安全现状 ,对农村食品不安全原因进行了分析 ,

并提出监管建议。

1 　农村食品安全卫生现状

1. 1 　食品原料和家禽、牲畜的安全问题 　粮食作

物、蔬菜、水果 ,从种植到收获使用农药、化肥、植物

生长激素及工业三废和生活污水 ,造成有毒有害物

质在植物中残留 ,在家禽、牲畜的生长过程中残留。

动物生长激素、色素、抗生素的使用 ,在动物体内造

成残留对人体健康具有潜在危害。

1. 2 　食品生产加工业的问题 　由于食品生产加工

准入门槛不高 ,资金投入少 ,技术含量低 ,因而农村

存在食品加工单位多、小、乱的局面。食品加工大多

数为本地村民或外来务工人员 ,在廉价的出租房内

以家庭小作坊从事食品加工 ,普遍实行分散式经营。

相当一部分无卫生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 ,60 %以

上的生产单位卫生条件差 ,难以达到卫生要求。根

据国家质检总局 2002 年对60 085家食品企业的调

查 ,80 %以上为 10 人以下的小作坊 ,64 %的食品产

品出厂不检验。而这些小企业小作坊 2Π3 无检验

室 ,无法确保产品合格出厂[1 ] 。近年对我区 9 类抽

检食品结果统计 ,共抽检2 161件 ,合格1 630件 ,合格

率 75143 % , 这 9 类食品中合格率最高是饮料

(85117 %) ,第二是罐头食品 (83133 %) ,其次是熟禽

肉类食品 (61139 %) ,最低为豆制品 (58133 %) 。与

外埠生产的食品比较 , 外埠产抽检合格率为

87183 % ,本地产抽检合格率是 79134 % ,低 815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21141 , P < 0101) ,主要原

因是我区目前尚无较大规模的食品生产企业。大多

数食品加工点食品加工间狭小 ,生产设备陈旧简陋 ,

工艺落后 ,生产环境卫生条件差 ,技术水平低 ,食品

从业人员多数为临时性用工 , 流动性大 ,未经健康

检查、培训上岗。食品加工过程使用劣质或来路不

明的原料或回收变质的糕点作原料 ,农村成了制假

售假的集散地。食品添加剂使用混乱 ,超范围、超标

准使用 ,甚至添加非食品用添加剂。2004 年调查我

区 31 家食品加工企业 ,发现使用非食品用添加剂的

9 家 ,占 29 % ,超范围使用的 6 家 ,占 1914 % ,超剂量

使用的 14 家 ,占 4512 % 。对全区 6 个乡镇的食品

包装材料荧光物质进行监测 , 206 件样品的阳性率

高达 7613 %。此外农村地下食品加工泛滥 ,成为卫

生监督执法的难点。

1. 3 　食品批发零售业的问题 　在食品批发零售方

面 ,大部分业主在采购食品过程中 ,不懂或不遵守索

证管理办法的要求 ,未及时索取化验单和合格证明 ,

2004 年调查了 103 批食品添加剂的索证情况 ,仅 4

批按规定索取 ,索证率为 319 %。部分业主在采购

食品时为贪图便宜 ,采购“三无食品”(无厂址厂名、

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 以次充好。

在销售过程中假冒伪劣、标签不全或过期变质

等情况时有发生 ,在个别村级食品商店存在食品与

非食品 ,与杂物甚至灭蚊药等有毒化学物混杂堆放

的情况。

1. 4 　饮食业的问题 　农村饮食业以小型为主 ,我区

小型饮食店占 89 %。部分店厨房内外环境卫生差、

食品加工区域不分 ;供应凉菜无凉菜间 ;生、熟食品

时常不能分开加工、存放 ,加工生、熟食品的工具、容

器、刀具不能严格做到分开使用 ;防蝇、防尘和保洁

设施破损不全 ;餐具不能做到严格消毒 ,相当部分饮

食店的餐具消毒流于形式应付检查 ,已消毒的餐具放

在消毒柜内不用 ,使用的却不消毒。我区的餐具消毒

监测合格率一直停留在 50 %左右。1997 - 2005 年我

区共监测餐具3 800 份 ,合格1 904 份 ,合格率为 50 %。

个别不法业主在采购原料时贪图便宜 ,采购和使用劣

质原料或未经兽医检疫畜肉甚至死亡不明的禽、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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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水产品等等。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和农民工聚居的

地方 ,饮食业中散发性食物中毒时有发生。

1. 5 　监管问题 　农村的食品卫生监管一是监督力

量薄弱 ,人少事多 ,监督管理不到位存在盲区。少数

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较差、执法能力和水平不高等。

二是因整个食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是相互交织和

相互渗透的 ,难以分得很清楚 ,实际操作很困难。执法

体制不顺 多头执法难以形成合力 ,分环节管理很难实

施 ,造成新的交叉监管、监管重叠或真空 ,留下盲区。

2 　存在问题的原因

2. 1 　食品生产经营者素质普遍不高 　食品生产经

营者绝大多数系外来个体人员或本地村民 ,这些人

员文化水平低。据调查显示 ,文盲占 6 % ,小学文化

占 34 % ,初中文化占 51 % ,高中占 9 %。部分经营者

法律意识淡薄 ,行为短期 ,只追求纯粹的利益 ,唯利

是图思想严重 ,对食品没有卫生安全意识。

2. 2 　农村消费者受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 ,消费水平

低 ,缺乏识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他们首先考虑

的是价格因素 ,忽视产品的内在品质 ,即便是在自身

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 ,大多怕找麻烦 ,忍气吞声 ,

承受其侵害。

2. 3 　监管缺失 　目前农村食品安全卫生最突出的

问题主要在村级、新兴工业园区及城乡结合部。由

于近年来 ,执法部门加大了对城市食品安全卫生的

监督力度 ,而乡镇卫生监督力量又很薄弱 ,大多只有

2～3 名卫生监督员 ,且还有其他兼职工作 ,难以做

到日常性巡回监督 ,造成这些地区在监督上的缺位

或真空。以上种种原因使制假售假者有机可乘 ,一

些小规模食品作坊瞄准农村市场 ,纷纷向农村转移 ,

一些不法人员把伪劣、过期变质食品销往农村市场 ,

对农村的食品安全卫生造成极大危害 ,阜阳奶粉事

件是农民的利益和身体健康受到最直接、最严重侵

害的典型例子。

3 　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建议

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农村食品卫

生安全问题关系我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及新农村建

设的实施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针对目前农村食

品安全卫生的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3. 1 　加强领导 ,高度重视农村食品安全工作 　各级

政府应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 ,分级管理 ,责任到人 ,把

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统筹城乡发展 ,加

强对城郊结合部、农村地区监督管理的力度。

3. 2 　控制源头污染 　农业、环保部门应加大执法力

度 ,控制农药等有害化学物污染食品 ,加强对无害化

处理的监管。

3. 3 　广泛深入地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及食品卫生安

全知识 　新闻媒体、文化教育、乡镇政府、卫生等部

门应有专人负责宣传食品安全 ,充分利用广播、电

视、报纸、黑板报 ,传单等宣传工具 ,多种渠道 ,积极

广泛地在广大农村开展健康教育工作 ,提高农民的

卫生法律知识、卫生知识水平和自我保护意识。增

强农村消费者识假辨假的能力 ,自觉抵制假冒伪劣

食品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水平。

3. 4 　提高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准入门槛 　对新办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要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

生法》及有关要求做好预防性审核 ,对已有卫生许可

证的单位限期整顿规范。建议对规模小、条件差、无

望改造的食品加工业进行整合 ,可采取股份合作制

方式 ,走联合发展的道路。提升食品质量档次 ,提高

生产能力、竟争能力。

3. 5 　把监管的重心向农村倾斜 　加强农村卫生监

督力量 ,建议在重点乡镇、重点区域设监督参驻机

构。加强巡回监督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加强执

法频次和覆盖面 ,及时取缔无证加工、经营。及时公

布假冒伪劣食品、抽检不合格食品和无证业主单位

名单 ,使农村消费者能够及时掌握假冒伪劣品和不

合格食品的相关信息。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卫生法》和制定《食品卫生法实施细则》,细则可

参考《道路交通法实施细则》,除处罚外 ,采用累积记

分制。要加大处罚力度 ,提高违法成本。对制售伪

劣食品情节特别严重者应规定若干年甚至终身不得

从事食品生产经营。严厉打击制假售假 ,取缔无证 ,

提高食品的卫生安全质量。

3. 6 　实行有奖举报制度 　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群

众性监督 ,全面提高社会监督力量参与食品安全工

作 ,切实做到打防并举 ,堵疏结合 ,防范于未然 ,有效

地构造农村食品卫生安全监管体系 ,使假冒伪劣食

品在农村无容身之地。

3. 7 　加强有关部门的配合协调 　如工商、农林、质

检、城建和公安等部门的配合 ,整合执法力量 ,提高

联合执法能力 ,降低执法成本 ,提高综合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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