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续表

发酵酒 调味品 豆制品 糕点 糖果蜜饯 酱腌菜
保健
食品

新资源
食品

食品
添加剂

其他食品
食品
用产品

餐具消毒

生产加工业

监测件数 8478 15822 18823 123277 11069 8373 2577 379 2757 33075 6171 243036

合格件数 8158 14344 16576 112888 10366 7620 2466 346 2627 28689 5921 207674

合格率 % 96123 90166 88106 91157 93165 91101 95169 91129 95128 86174 95195 85145

销售服务业

监测件数 15508 37986 17009 96010 15333 13464 8856 2926 2423 79316 18646 4230322

合格件数 14740 35446 14576 87426 13966 12080 8354 2658 2329 72322 14819 3483719

合格率 % 95105 93131 85170 91106 91108 89172 94133 90184 96112 91118 79148 82135

不包括上海
注 :合计数为 21 类食品的数据 ,不包括食品用产品和餐具消毒数据。

表 3 　食品卫生监督行政处罚

处罚总
户次数

依法处罚情况

警告Π责
令改正
户次数

责令公告收回已
售出的食品

没收违法所得 罚款

户次数 重量 (公斤) 户次数 金额 (元) 户次数 金额 (元)

责令停
产Π停业
户次数

没收销毁食品

户次数 重量 (公斤)

吊销卫生
许可证
户次数

取缔非法
经营活动
户次数

合计 721145 440940 76888 378091 29828 5559599 169118 151590535 29105 57377 　4503853 　　1612 52446

生产加工业 74008 47741 4328 204256 1468 1568828 22891 29392828 4047 6523 1792758 239 4758

批发零售业 202893 100177 38111 127359 12339 1359741 37625 28361292 8641 30160 2047311 340 6849

饮食服务业 306176 215916 9505 15781 9143 1614384 84998 71642320 11061 11621 351485 626 26992

集体食堂 68688 30218 24026 22972 6252 901025 11008 17529110 1240 2333 127560 129 1660

食品摊贩 69380 46888 918 7723 626 115621 12596 4664985 4116 6740 184739 278 12187

不包括上海

卫生部文件
卫监督发[2007 ]236 号

卫生部关于 2007 年全国餐饮业
食品卫生专项整治阶段性工作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精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

法》和卫生部《2007 年国家公共卫生重点监督检查计划》的要求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从 4 月份开始对餐饮业

食品卫生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重点查处使用不合格和来源不明的食用油、重复使用原料、不合理使用添加

剂、不按规定要求索证等行为 ,依法查处了一批违法违规案件 ,整顿和规范了餐饮业服务市场 ,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现将本次专项整治工作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

一、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领导 ,统一部署。

根据《卫生部关于印发 2007 年国家公共卫生重点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精神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进一步

提高了对专项整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结合当地实际 ,制定了专项整治方案 ,并成立了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

召开了专题工作会议 ,明确了工作重点和责任分工。如辽宁省本溪市成立了由市卫生局局长任组长 ,主管

局长任副组长的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召开了全市卫生监督工作会议 ,对专项整治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 ,并将

专项整治结果列入县、区卫生监督机构年度考核指标。

(二)开展培训 ,狠抓落实。

为做好专项整治工作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认真组织对卫生监督人员和餐饮单位负责人的培训 ,学习了

《2007 年国家公共卫生重点监督检查计划》和《食品卫生法》、《学校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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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明确了工作目标和要求 ,确定了整治重点和范

围。如河北省卫生厅组织各市卫生行政部门、卫生监督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关人员进行了集中培

训 ,各市也按照要求对所辖各县 (市、区) 的有关人员进行了培训 ,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 ,保障了各阶段餐饮

业专项整治工作顺利进行。

(三)围绕重点 ,真抓实干。

为确保完成专项整治确定的抽查任务 ,摸清辖区餐饮单位和学校食堂食品卫生许可证的发证情况 ,各

级卫生行政部门对本级发证的餐饮业和学校食堂食品卫生许可证情况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的情况将整

治任务逐级分解 ,层层落实。如黑龙江省将专项整治工作与日常监督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在保证各级卫生

监督机构落实监督频次的基础上 ,突出食品专项整治的重点内容 ,重点检查卫生许可情况 ,食品及原料采购

索证情况 ,进货台帐建立情况 ,食用油、调味品、食用盐、水产品、畜禽产品、食品添加剂等使用情况 ,餐饮具

消毒情况 ,食品原料重复使用情况等。辽宁省开展了以集中就餐的餐饮单位和学校、工地食堂为重点的卫

生监督检查活动 ,采取市区联动、交叉互动、异地执法的监督方式对这些单位进行拉网式排查 ,并将容易发

生食物中毒事故的餐饮摊点、旅游景点以及庙会等大型活动场地周边的餐饮单位、超市、农贸市场作为监督

检查重点。在“五一”期间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针对食品市场和餐饮消费环节容易出现的食品卫生问题 ,加

强了对餐饮和食品批发、零售市场的专项监督检查。如安徽省芜湖市召开了餐饮单位负责人会议 ,在“五

一”黄金周期间实行宴席报告制度。四川省卫生厅把开展“九黄”环线旅游景区食品卫生整治活动与全省餐

饮业专项整治相结合 ,采取检查指导、座谈交流、实地查看等方式 ,对成都市都江堰、绵阳市江油、阿坝州等

景区沿线的餐饮单位食品专项整治情况进行检查 ,有力地推动了当地餐饮业食品卫生工作的深入开展。

(四)严格执法 ,成效明显。

据不完全统计 ,专项整治中 ,全国共监督检查各类餐饮单位和学校集体食堂146 465个 ,其中 ,大型餐饮

单位8 379个 ,中型餐饮单位23 336个 ,小型餐饮单位97 871个 ,城市学校食堂 610 个 ,农村学校食堂16 269个。

共检查出存在问题的单位42 461个 ,占 2910 % ,其中 ,17 772个没有有效卫生许可证 ,25 059个没有采购原料索

证 ,4 244个非法采购和使用劣质食用油 ,574 个违法使用食品添加剂 ,2 101个使用不合格调味品。对查出的

违法行为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共进行行政处罚8 352起 ,其中 ,吊销卫生许可证 964 个 ,罚款 667184 万元 ,涉嫌

触犯刑法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 9 个。通过专项整治工作 ,严厉打击了餐饮业经营过程中的各种违法

违规行为 ,促进了餐饮单位的自身管理 ,保障了“五一”前后的食品卫生安全 ,有效防止了食物中毒和食源性

疾病的发生 ,为下一阶段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根据对各地餐饮业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的评估 ,辽宁、云南、安徽、新疆、黑龙江、湖南、河北、四川、重庆、

山东、内蒙古、青海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作组织有力 ,信息上报及时 ,专项整治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二、专项整治工作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餐饮单位普遍存在食品及原料采购索证不全的问题。虽然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加大了对餐饮单位

食品及原料采购索证的检查力度 ,提高了餐饮单位对采购食品索证的重视程度 ,但仍存在大量索证不全和

台帐记录不规范的现象。特别是一些餐饮单位受利益驱动 ,购买非法商贩提供的无合法证明的散装调味品

和散装白酒 ,已构成了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

(二)边远地区及农村餐饮业问题突出。边远地区和农村的餐饮单位 ,卫生条件普遍较差 ,卫生设施和

餐饮具洗消设施不全 ,从业人员普遍无健康证明 ;许多农村学校食堂未取得卫生许可证。

(三)小型餐饮单位存在的卫生问题较多。主要有建筑布局不合理 ,卫生设施不完善 ,甚至缺乏基本卫

生设施等问题。如加工凉菜场所没有独立的凉菜间 ;餐饮具消毒及保洁不符合卫生要求 ;生熟容器无明确

标识 ,甚至有混用现象 ;一些餐饮单位存在滥用食品添加剂的问题。

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在前一阶段整治工作的基础上 ,继续做好下一阶段的餐饮业食品卫生专项整

治工作。要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 ,采取有效措施 ,着力解决好发现的问题 ;要进一步落实餐饮单位原料采购

索证制度 ,继续加强对农村餐饮业、学校食堂的整治力度 ,着重加强对小型餐饮单位和农村学校食堂的监督

检查工作 ;要做好专项整治的总结和信息上报工作 ,力争在下一阶段的专项整治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促进我

国餐饮业卫生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七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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