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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30 家个体饮食店均无凉菜制作间。加工用工

具、盛放容器做到生熟分开使用 ,且标志明显的仅

11 家 ,占 3617 % ;14 家个体饮食店厨房卫生差 ,地面

可见积水、煤灰、菜叶 ,墙壁、天花板有油垢、灰尘 ,无

密闭垃圾存放容器的 ,占 4417 %。食品加工人员穿

戴白色工作衣帽上岗的 15 家 ,占 50 %。个别饮食

店有从业人员赤膊操作现象。营业厅堂大多经过装

饰 ,卫生状况较好。

215 　30 家个体饮食店 ,均无专用的餐食具洗刷池 ,

有餐食具消毒设施的 26 家 ,占 8617 %。其中用红外

线消毒柜的 18 家 ,用煮沸消毒法的 8 家。

表 2 　30 家个体饮食店的卫生设施状况

有卫生

许可证

有健康

培训证

有卫生

制度

有冷冻

冷藏设施

有保

管室

有工作

衣帽

有餐食具

消毒设施

单位数 27 26 20 29 11 15 26

216 　根据所检查的 30 家个体饮食店的卫生设施

(厨房面积、餐食具消毒设施、冷冻冷藏设施、保管室

等) 、法律手续及卫生管理 (卫生许可证、健康证、培

训证、卫生制度) 、加工经营场地卫生及个人卫生等

3 个方面计分统计 ,80 分以上仅 5 家 ,60～80 分的

11 家 ,其余 14 家为 60 分以下 。

3 　讨论与建议　邵阳市系湖南省省辖市 ,市区人口

48 万。共有各类饮食店 630 余家 ,其中个体饮食店

近 500 家 ,它为丰富便利我市群众的物质生活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从这次调查的情况看来 ,我市的个

体饮食店在卫生管理 (具有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

康证、卫生知识培训证)和厅堂卫生方面搞得相对较

好 ,基本卫生条件和设施 (厨房面积、专用餐食具洗

涤池、保管室) 、加工场地卫生、个人卫生等方面不如

人意。如相当数量的个体饮食店厨房面积达不到

《办法》所规定的 8 m
2 以上的要求 ,缺乏凉菜制作

间 ,无专用餐食具洗刷池、密闭的污物存放容器等基

本卫生设施。个人卫生意识差 ,不穿戴工作衣帽上

岗。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①在卫生部

的《办法》实施之前 ,我市的饮食行业卫生要求未将

厨房面积须大于 8 m
2

,餐食具洗刷池须专用等做为

硬性指标要求。②目前我市还是由卫生防疫站代

替卫生局进行食品卫生执法 ,出于从经济效益考虑 ,

个别区卫生防疫站只求发证数量和经济收入 ,较少

考虑发放卫生许可证前的严格审查和把关 ,在平时

的监督中也疏于管理和检查。③部分个体饮食店

经营者 ,卫生意识淡薄 ,注意厅堂等表面场所卫生 ,

忽视加工场所卫生 ,同时舍不得花费财力来进行卫

生设施的添置和改造。通过这次调查 ,警示我们卫

生行政部门 ,要加大食品卫生监督执法力度 ,严格按

照《办法》所规定的卫生要求审批发放餐饮业食品卫

生许可证 ,对达不到《办法》规定要求的 ,绝不发放卫

生许可证。同时 ,要加强《办法》的宣传 ,积极帮助老

的个体饮食店进行卫生学改造和卫生设施建设 ,使

它们逐步达到《办法》所规定的卫生要求。要加强平

时对个体餐饮业的卫生监督和检查 ,加强卫生知识

宣传 ,督促个体餐饮业业主重视食品卫生 ,加强自身

管理 ,搞好环境、厨房、厅堂等场所卫生 ,注重个人卫

生 ,以促进我市个体餐饮业卫生面貌有较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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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市莱城区农村小卖部食品卫生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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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莱芜市莱城区南冶卫生院 ,山东 　莱芜 　271106 ;

2. 莱芜市莱城区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 ,山东 　莱芜 　271100)

　　为全面掌握我区农村小卖部的食品卫生状况 ,

加大监管力度 ,1999 年 6 月对全区农村小卖部食品

卫生状况进行了随机抽查 ,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调查方法和调查内容

111 　调查方法 　按随机抽样的方法 ,从全区 24 个

乡镇中各抽取 6 个自然村作为本次农村小卖部食品

卫生状况调查的范围 ,按照《食品卫生法》中所规定

的内容制定统一的调查表 ,参加人员统一培训后进

行现场调查。

112 　调查内容 　小卖部卫生许可证、健康证办验情

况 ,卫生许可证按《山东省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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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标准调查 ,有效期 3 年 ,效期内每年一审验 ,

未通过审验或不予审验的视无证经营 ;三防 (防尘、

防蝇、防鼠)设施、冷藏设施 ;所售食品的监督检测。

2 　调查结果 　全区共调查 144 个自然村农村小卖

部 502 家 ,食品从业人员 803 人。

211 　基本情况 　在所调查的 502 家农村小卖部中

房屋设施较差 ,旧房屋占 21131 % ,地面硬化的占

69112 % ,经营面积平均为 1117 m2 ,最小的仅有 414

m
2

,均无专用仓库 , 小卖部人货同居一室的占

21146 %。

212 　卫生许可证办验情况 (见表 1) 　从表 1 可见 ,

我区乡镇驻地、平原、山区小卖部卫生许可证办验证

率分别是 94123 %、85145 %、68199 %。乡镇驻地办

验证率高于平原 ,山区办验证率仅为 68199 % ,其中

所查 6 个自然村 9 家小卖部均未办理卫生许可证 ,

出现盲区现象。

表 1 　卫生许可证办验情况

类　型 乡镇驻地 平原 山区 合计

户　　　数 208 165 129 502

已办证户数 196 141 89 426

办 证 率 % 94. 23 85. 45 68. 99 84. 86

213 　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办理情况 (见表 2) 　表

中可见 ,乡镇驻地小卖部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办理

率较高 ,山区却相对较低。有 31 家小卖部 37 名食

品从业人员虽在乡镇卫生院按要求体检合格 ,却因

未能参加相关的卫生知识、卫生法规培训或无像片

而未取得健康证明。

表 2 　食品从业人员办理健康证情况

类　型 乡镇驻地 平原 山区 合计

总调查人数 505 236 133 803

已办证人数 451 193 76 720

办 证 率 % 89. 31 81. 78 57. 14 89. 66

214 　农村小卖部的卫生设施情况 (见表 3) 　表中

可见 ,农村小卖部食品卫生设施普遍不足 ,孤寡老人

和残疾业户尤甚。“三防”设施不完善 ,导致垃圾遍

地 ,苍蝇、老鼠较多 ,可见鼠迹、鼠洞 ;另外 ,陈列保洁

设施不足 ,导致食品与其它物品混放或就地存放 ;冷

藏设施不足 ,熟肉制品露天存放或生熟食品冰箱内

混放 ,食品易变质或交叉污染。从表 3 中还可以看

出 ,乡镇驻地小卖部卫生设施情况较好 ,山区却相差

甚远。

表 3 　农村小卖部卫生设施情况

类　型

三　　防

设施不全

无 陈 列

保洁设施

冷　　藏

设施不足

食品与其它

商 品 混 放

户数 % 户数 % 户数 % 户数 %

乡镇驻地 86 41. 34 44 21115 79 36116 105 50148

平　　原 94 56197 67 40161 69 41182 117 70191

山　　区 103 79184 92 71131 102 79116 106 82117

215 　食品监督检测情况

　　现场感官检查 　超过保质期限的饮料、罐头、香

肠等食品 168 份 ,面包、蛋糕 39 份 ,有沉淀或异物的

果酒、汽水等饮料 421 瓶。

　　食品标识情况 　共检查 8 种 653 份食品标识 ,

结果详见表 4。

表 4 　食品标识情况

试样名称
检查
件数

有品名 有产地 有厂名
有生产
日　期

有批号 有规格 有配方
有保质
期　限

有食用方法

果冻布丁 139 97 97 97 79 79 79 79 79 79
膨化食品 143 56 56 56 56 56 56 56 56 56
面　　包 57 24 24 24 22 22 22 22 22 22
蛋　　糕 43 17 17 17 15 15 15 15 15 15
饮　　料 97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方 便 面 68 68 68 68 61 61 68 68 68 68
瓜　　子 34 26 26 26 12 12 26 26 26 26
火 腿 肠 72 66 66 66 54 54 66 66 66 66
合　　计 653 416 416 416 361 361 394 394 394 394

　　食品抽检情况见表 5 　表中可见 ,正规厂家生

产的食品合格率较高 ,而熟肉制品因各环节污染合

格率偏低。

3 　讨论和建议

311 　调查结果表明 ,多数农村小卖部房屋建设尚

表 5 　食品抽检情况

试样名称 抽检件数 合格件数 合格率 %

白　　酒 131 130 99124

袋装饮料 116 105 90152

肴　　肉 178 132 74115

合　　计 425 367 86135

　注 :检品项目一项不合格该试样即不合格 [下转第 7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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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但卫生条件跟不上。保洁、“三防”、冷藏设施不

足。多数经营者只顾眼前利益 ,不重视设施投入。

有导致交叉污染及流行肠道传染病的隐患。

312 　调查结果还显示 ,我区农村小卖部无两证或两

证不全现象存在 ,16114 %的单位未取得卫生许可证

即经营 ,其中有卫生许可证而超过审验期限的占

17111 %(13Π76) ;10134 %的从业人员无证上岗 ,特别

是山区高达 42186 %。销售过程中 ,缺乏无菌观念 ,

“大把抓”或凭喜好和习惯做事 ,为流行病爆发埋下

祸患。

313 　食品卫生监督检测表明 ,当前农村食品市场总

体情况是好的 ,但存在“三无”产品和假冒伪劣产品 ,

特别是儿童食品 ,鱼龙混杂 ,仅从包装标识上就存在

很多的问题。产品的卫生质量将影响儿童的生长发

育 ,卫生行政部门应高度重视 ,强化监督管理。

314 　建议卫生行政部门一要加强农村小卖部的监

管力度 ,充分利用新闻媒体 ,宣传《食品卫生法》及食

品营养卫生知识 ,提高群众自我保护的意识 ,同时搞

好群众监督。二要认真执行《山东省卫生许可证发

放管理办法》,抓好食品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和培训 ,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三是引导农村小

卖部对卫生设施的投入 ,发展基础好的、促进基础中

的、取缔条件差的 ,树立典范 ,全面提高基础设施 ,彻

底改善农村食品卫生状况。四是食品卫生监督员要

深入基层 ,协助乡镇开展巡回监督检查 ,严历打击违

法行为 ,保护人民身体健康。五是设立乡镇公共卫

生监督派驻所 ,长期而持久地开展基层卫生监督检

测工作 ,完善农村食品卫生监督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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