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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各相关部门监测资源的作用。

514 加快食源性疾病监测和信息整合

结合我国以往开展食源性疾病工作的经验,进

一步完善食源性疾病信息报告和主动监测系统,逐

步实现与国际接轨的食源性疾病监测、调查、报告、

数据分析机制。将食源性疾病信息报告纳入卫生部

现有的传染病报告网络;落实在全国部分医疗机构

设立临床监测点,收集分析可疑食源性疾病信息报

告;加强相关培训和指导, 进一步提高各级卫生部门

的食源性疾病调查能力和水平, 及时解决调查工作

中发生的困难和问题。

515 积极开展食品安全的宣传和舆论引导

重视国内外食品安全专业信息与社会舆论,将

食品安全监测、评估与对社会的食品安全教育有机

结合起来,加强对公众和社会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

和舆论引导,促进全社会对我国食品安全状况的了

解和信任,促进食品消费和行业发展。同时要将发

现的可能影响消费者健康的危害因素向社会公示,

发挥食品安全预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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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食品安全是旅游安全建设的一项主要内容, 我国目前旅游食品安全现状不断趋好, 但问题依然较严重。

文章归纳了旅游食品安全管理存在突发性、广泛性和复杂性 3个特征, 总结了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规律, 并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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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Food safety is a m ain content of the secur ity of tour ism construc tion1 The current status of tourism food safety

is ge tting be tter and better, bu t the prob lem is still m ore ser ious. The re ar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food safety

contro:l sudden outburst, un iversa l occurrence and comp lex in style. The tim e and space law for tourism food sa fe ty control

a re summ ing up in this a rtic le. F inally, a / five system0 coun term easure to supe rvise the tour ism food safe ty managem ent

system is proposed: root out the source, careful processing, strict law enforcem ent, widespread pub lic ity and peop le2

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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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食是旅游 /六要素 0 (食、住、行、游、购、娱 )

之一, 旅游食品安全关系到旅游者的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关系到一个景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旅

游形象,是旅游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 是坚持

/以人为本 0安全理念的必然要求。

1 我国旅游食品安全的现状

1. 1 总体状况逐步好转

我国旅游业经过近 30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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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 2008年, 国内旅游达 17亿人次,入境旅游人

数 113亿人次, 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1114万亿

元
[ 1]
。世界旅游组织 (WTO)预测, 中国到 2015年

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和第四大客源输出

国。目前中国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超过了

4%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与此同时,

各项旅游配套设施也不断完善, 一批规章制度纷纷

出台, 在旅游食品安全管理方面也有明显进展。如

国家旅游局制定了5旅游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6,

其中对旅游食品安全事故的等级及应急救援处置程

序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北京市制定了 5北京市乡村

民俗旅游户食品安全管理规定 6, 成都市编写了 5成

都市农家乐食品卫生知识手册 6, 各地食品药品监

管、卫生、旅游、工商等部门也加强了对旅游景区

(点 )食品安全的监管,特别是 2009年 5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6的出台更是强化了这方面的保障

力度,旅游食品安全的总体情况不断向好的方向

发展。

112 安全状况仍不容乐观

通过网络查询,近几年国内发生的重大旅游食

品安全事故就有多起, 这当中又以食物中毒最常见

(见表 1),旅游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责任重大。

表 1 近几年发生的部分旅游食品安全事故

时间 发生地 事件概况

2009年 7月 山东烟台 石家庄某村村委会组织 300位退休老人和优秀党员,赴山东 /长岛烟台威海五日游 0,途中有 41

位村民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 [ 2]。

2009年 6月 四川绵阳 50人在某农家乐就餐,有 13人出现恶心、呕吐、唇发绀等症状,分别入院治疗,初步查明系误食亚

硝酸盐中毒所致 [ 3]。

2008年 10月 浙江临安 复旦大学 6名大一学生参加某旅行社的浙西大峡谷 2日游,患了急性肠胃炎,可能是细菌性食物

中毒 [ 4]。

2008年 1月 香港 昆明某旅行社赴港澳旅游团 16人中有 14人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心、呕吐、腹泻、头晕等症状,食物

中毒症状明显 [ 5]。

2007年 6月 福建厦门 江西赣州旅行团赴厦门旅游, 20人食物中毒,医生怀疑可能是吃海鲜所致 [6]。

2006年 7月 湖南长沙 南昌教师旅行团 30多名游客在长沙食物中毒,入院治疗 [ 7]。

2005年 2月 澳门 北京某旅行社组织的港澳旅游团游客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腹泻、腹痛及呕吐等食物中毒症状 [8]。

2001年 6月 北京 ) 绍兴列车上 北京 ) 绍兴某次列车上提供的盒饭不卫生,导致旅客集体食物中毒,近 400名旅客被及时送往徐

州、蚌埠和南京等铁路沿线医院救治 [9]。

2 旅游食品安全管理的特点及规律

211 特点

21111 突发性  在旅游过程中, 食品安全问题的发

生往往带有突发性, 再加上游客行为的自发性和随

机性, 对这些安全隐患往往毫无防备,因此一旦发生

就会对游客造成较大的危害。

21112 广泛性  从表 1可以看出, 不管是大都市,

还是乡间田野,甚至是乘坐交通工具,都有发生旅游

食品安全事故的隐患。此外,旅游过程中接触的食

品来源广泛, 如随团旅游, 既有旅行社安排的团队

餐,旅游者自己还经常会光顾当地的小吃,购买零食

特产, 这些地方一旦出了差错都有可能发生食品安

全事故。

21113 复杂性  旅游食品从原料到被游客消费掉

经历了制作、包装、储存等一系列过程, 任何一个环

节失误都有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 追查起来有一

定的难度。特别是散客旅游发生这类事故, 由于没

有群体共性反应,查找原因就变得更加困难。旅游

行程一般都排得较紧, 就餐地点有可能分属不同的

行政辖区,食物中毒事故有时还带有一定的滞后性,

会给调查、取证、索赔带来许多不便。此外, 旅游食

品安全监管还存在一些 /真空 0地带。如在广西德

天瀑布景区旅游时,发现附近的越南村民就在中越

边境售卖越南土特产品, 对这类边缘地区的境外旅

游食品管理就有待加强。

212 规律

尽管旅游食品安全事故的预防和监管难度很

大,但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把握住这些规律往往

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1211 时间规律  一是从自然季节来看,夏季是旅

游食品安全事故的高发季节。夏季气温偏高,食品、

饮料等若保存不当,极易发生变质,消费者食用了这

类食品后,很容易得消化道疾病。二是从旅游的淡、

旺季来看,旅游食品安全事故往往发生在旺季,尤其

是 /春节0、/五一0、/十一 0等黄金周期间。一些不

负责任的商贩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食品安全把

关不严。

21212 空间规律  旅游食品安全事故往往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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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路边摊贩、食品作坊和小食品杂货店等场所,

而大中型酒店餐馆和正规旅游食品加工厂由于管理

措施较严格,发生这类事故的几率一般较小。

3 我国旅游食品安全管理的对策

食品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 建立以下 / 5个体

系 0,可以有效地保障旅游食品的质量安全。

311 杜绝源头,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

农产品是旅游食品的主要生产原料和组成部

分。没有科学使用或者滥用农药化肥, 或者为了追

求食品的新、特、奇,而滥用色素、防腐剂、添加剂,是

造成食品安全的人为因素。要杜绝食品质量安全隐

患,就要从农业领域的源头抓起, 降低农药残留,杜

绝植物生物生化条件激素,建立起农产品质量安全

体系。

312 审慎加工,建立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

造成食品安全问题还有可能出现在加工工艺

上,不正当的存储,不恰当的烹饪方式,如过度油炸、

膨化, 都会产生一些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物质,造成食

品安全问题。因此, 可以通过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

来遏制问题食品的扩散。

旅游地的地方特色食品和旅游食品经销点要建

立检查验收、购销台账和质量安全承诺制度, 落实

5餐饮业食品索证管理规定6, 完善食品流通环节可

溯源制度,为及时从源头上查处食品安全问题提供

制度保证。对于专门接待旅游团队的用餐单位,在

条件允许下,应对食品进行留样,以备一旦发生可疑

食源性疾病或食物中毒时能提供检验, 寻找事故原

因。如最新出台的5上海市旅游团餐食品安全操作

指南6就规定:供应的各类菜肴均要分别留样 100 g,

置于消毒的密闭容器中,在冰箱内保留48 h。

313 严格执法,建立相关标准法规体系

检测体系再完善,但如果执法不严,食品安全问

题仍然会存在隐患。要严格执行 5食品安全法6,对

旅游景点餐饮单位进行严格审查,只有卫生许可证、

健康证、食品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齐全的才能营业,

不具备应有条件擅自营业的应坚决予以查处。旅游

景点餐饮单位在筹备阶段,必须由监管部门进行设

计审查、建筑审查、竣工验收,达到布局合理,工艺流

程科学,方可取得卫生许可证
[ 10 ]
。西安等城市实行

的旅游餐饮服务接待单位评定制度就值得肯定。执

法还要讲究科学,如安徽九华山风景区对各类旅游

食品安全监管巡查职责、内容、时间等进行了细化,

还针对食品经营户食品安全 25项巡查内容落实情

况实行差别化动态管理,分为远距离监管、中距离监

管、近距离监管和零距离监管 4个档次
[ 11]
。

旅游食品安全要紧紧围绕 /三小 0 (小作坊、小

食杂店、小餐饮 )和 /五重 0 (重大节日和重要活动、

重要时段、重点环节、重点品种、重点单位 )进行。

众多的旅游购物品中, 依托本地土特产进行粗加工

和简单包装的旅游食品类占了较大比重, 当前这类

购物品大多开发粗放, 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和难

点。有的地方特色食品没有技术标准,少数食品生

产者和销售者为了牟取暴利, 进行不正当竞争,在生

产中使用假冒伪劣材料和非食用添加剂, 有的标注

假成分、假地址、假日期 (拖后出厂日期 )。湖南凤

凰县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该县突出抓姜糖

这一传统品牌的生产、加工,帮助姜糖生产企业建立

符合卫生条件的姜糖拉制车间。目前全县 31家姜

糖生产企业,有 26家制定了规范统一的生产标准,

其中熊氏姜糖还取得了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
[ 12]
。

314 广泛宣传,建立全员参与体系

要编织一张全员参与食品安全宣传的大网, 提

高群众参与度,加强部门联动,形成旅游食品市场的

监管合力。

31411 对旅游从业人员 ) ) )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要利用各种机会对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卫生法

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定期组织人员培训, 提高安全

意识。要求每个旅游景点餐饮单位配备一名专

(兼 )职食品卫生安全管理人员,卫生制度健全并遵

照执行,强化岗位责任制
[ 13]
。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将

饮食安全认知因素放在首位, 且认为行业等级考核

和高效率的管理系统是保证饮食安全的有效方

法
[ 14]
。

此外,各旅行社接待游客时,应安排游客到有卫

生许可证的餐饮单位就餐, 严禁随团导游和驾驶员

擅自改变旅游就餐地点。各旅行社在为游客统一购

买食品路餐时应选择合法的、有卫生许可证的单位

购买定型包装食品,禁止为游客购买 /三无 0食品和

散装食品。

31412 对游客本身 ) ) ) 强化自我保护意识  游客

要具备基本的食品安全常识, 尽量避免食用冷荤凉

菜,慎食野果、野蘑菇与野菜。购买土特产食品时要

慎重选择,要仔细查验食品质量和生产厂家、生产日

期、保质期,切忌一味贪图价格便宜、色泽鲜艳而购

买不合格食品。游客在购买食品或就餐时一定要索

取购买食品或就餐时的发票或有关凭证, 并妥善保

留,如出现问题可作为投诉或索赔的重要凭据。

31413 对社会公众及媒体 ) ) ) 鼓励参与监督管理

鼓励广大经营户和消费者积极举报, 共同参与

旅游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借助 12315、旅游质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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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平台,拓宽投诉举报通道,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应

对旅游景区各餐饮业单位的食品卫生安全工作情况

进行综合评价,表彰先进, 并在新闻媒体公告旅游景

区内社会影响较大的中毒事件和典型案件, 要发挥

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
[ 15 ]
。

315 以人为本,建立高效的应急处理体系

31511 制定可行的应急处理预案  各旅游接待单

位要有一套可行的食品安全应急处理预案, 加强决

策指挥系统、应急检测技术支撑系统、应急队伍和物

资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应对突发食品安全事故的救

助体系和运行机制,规范和指导应急处理工作。

31512 完善相关旅游保险  完善旅游保险是做好

安全事故善后工作、保障旅游者合法权益的保证,目

前我国旅游保险在食品安全方面尚不完善。重庆市

渝中区 2008年起实行的 /统保0制度值得推广, 该

制度的一大亮点是首次将以前有歧义的食物中毒纳

入了理赔范围。游客在旅行社参团出游时一旦出现

食品安全等伤害事故,不须经过司法程序认定,只要

旅游主管部门或旅游执法部门认定责任, 即可启动

理赔程序,保证游客能得到及时医治,这在全国旅游

行业中尚属首创
[ 16]
。

4 结语

食品安全工作是一项基础工程, 更是一项民心

工程。各级各类旅游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从讲大局

的高度出发,确保旅游食品安全,从而为实现我国旅

游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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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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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第 18号

根据5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6和 5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6的规定,批准茶叶籽油、盐藻及提取物、鱼油及

提取物、甘油二酯油、地龙蛋白、乳矿物盐、牛奶碱性蛋白等 7种物品为新资源食品, 允许酸角作为普通食品

生产经营。

特此公告。

附件: 7种新资源食品目录 (略 )

二 o o 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