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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 2018 年食品安全工作要点 

 

  2018 年，全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四个最严”“党政同

责”要求，紧紧围绕市委“一个目标、两篇文章、三大工作抓

手、四个加快建设”工作思路，健全“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

果严惩、风险严控”全程治理体系，推进食品安全与康养产业深

度融合发展，守好食品安全底线、突出群众满意主线、追求创

新发展高线，全力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四川省食品药

品安全市。 

  一、抓实食品安全示范创建 

  （一）统筹推进五级联创。启动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四

川省食品药品安全市创建。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督促

米易县、东区、西区、仁和区深入开展四川省食品安全示范县

创建。开展首批食品安全示范乡镇（街道）、示范村（社区）考

评验收。大力开展食品安全示范单位（街区）创建。（市食安办、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农牧局分别牵头，市级有关部门分工负

责。市级部门按工作职责排序，下同） 

  （二）协同推进多创联动。建立食品安全示范创建与文明城

市、健康城市、阳光康养旅游城市、质量强市示范城市、有机

产品认证示范区、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等创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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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衔接机制，推进资源共享，提升创建效果。（市食安办牵

头，市级有关部门分工负责） 

  （三）精心打造示范亮点。坚持务实创新，办好民生实事，

努力在强化保障以及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防风险等方面

出实效，创造“建设食品药品安全攀枝花”的成功经验。（市食安

办牵头，市级有关部门分工负责） 

  二、强化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四）加强源头严防。打好大气、水、土壤环境污染防治“三

大战役”，落实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继续做好饮

用水水源地污染隐患排查整治及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

作。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分

区域开展土壤改良、地力培肥、治理修复工作。开展耕地土壤

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推进特定食用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划定，

调整污染区域种植结构。落实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和使用制度

规范。加快推进农药全程追溯，淘汰和禁用高毒高风险农药。

推进兽用抗生素减量使用。推广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

术。（市环境保护局、市农牧局） 

  （五）加强全程严管。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主要农产

品总体合格率保持 98%以上。完善畜禽及产品检验检疫制度，

规范畜禽屠宰管理。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肉类、蔬

菜等重要产品追溯体系稳定运行，覆盖率达到 50%以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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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无缝衔接机制。加强粮食质量

安全监测与监管，建立重金属等超标粮食处置长效机制。加强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推进风险分级管理。加强学校食

品安全监管，列入“平安校园创建”和“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

工作”考核内容。加强农村、工地、旅游景区、康养场所、医院

食堂等重点区域食品安全监管。加强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奶

粉等特殊食品监管。加强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备案登

记和监管。加强食品相关产品和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监

管。加强食品进出口监管。做好重要节日、重大活动食品安全

保障。完善食盐监管体制机制，确保食盐专营秩序和质量安

全。加大监督抽检力度，食品、食用农产品抽检量不少于 4 批

次/千人，其中：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环节针对农药兽药残留的

检验量不低于 1250批次、市场销售环节不少于 1250批次。监督

抽检不合格产品核查处置率 100%。（市农牧局、市商务和粮食

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体育局、市委

政法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水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旅

游局、市民政局、市卫生计生委、市城市管理局、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市工商局、市质监局、攀枝花检验检疫局） 

  （六）加强违法严惩。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强化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联合打击，杜绝“以罚代刑”。建立执法

协作联动机制，定期召开工作联席会议，推进跨部门、跨区域



 
 

 

－５－ 

案件协查、信息共享。实行食品安全责任上下游追查、全过程

追溯。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刑事手段，追究食品安全违法责

任，并“处罚到人”。违法案件查办率达到 100%，应公开的监督

执法、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率达到 100%。完善执法监督制约机

制，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市法

制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等有关监管执法部门） 

  （七）加强风险严控。完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加强食

品污染物和有害因素监测，加强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落实风

险监测会商、企业自查、定期研判、清单管理、突出隐患挂牌

督办制度，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坚持问题导向，对风险隐

患实行建账、对账、查账、销账、交账“五账”管理。（市卫生计

生委、市农牧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等有关部门） 

  （八）加强问题严治。开展农药兽药残留综合治理。开展“地

沟油”专项治理，加强餐厨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开展食

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开展学校及校园周边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深化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加强农村群体性

聚餐食品安全管理。排查整治带有行业共性的“潜规则”，有效

解决危害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市农牧局、市食品药品监管

局、市城市管理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公安局、市教育体

育局、市工商局等有关部门） 

  三、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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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落实生产经营者法律责任。监督生产经营者履行法定

义务，建立并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教育培训、食品进货查

验、出厂检验、不合格食品召回、食品安全自查、风险隐患报

告、应急处置等制度。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食品安全管

理人员、主要从业人员集中培训不少于 40 小时。严格执行食品

安全标准，实施良好生产规范，鼓励企业制定并执行严于国家

和地方的标准，采用先进管理技术，建立电子追溯体系，提高

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全面建立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信用档案，建

立完善诚信管理“红黑名单”制度，实行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 

  （十）落实相关主体法律责任。以市场开办者、柜台出租

者、展销会举办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生产经

营场所提供者为主要对象，开展履行食品安全法律责任情况专

项检查，对不履行食品安全法定义务的依法追究责任。（市食品

药品监管局、市工商局、市商务和粮食局等有关部门） 

  四、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十一）加强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加强食品安全宣传教育，

营造浓厚的食品安全文化氛围，提升公众食品安全素养。建立

新闻发言人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及时解疑释惑，引导公众树

立正确的食品安全理念，消除食品安全误区。稳步提高社会公

众和学生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行为形成率，群众总体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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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70%以上，对示范创建的知晓率达 75%以上，对创建的支持

率达 85%以上。加强食品安全谣言治理，依法查处编造、散布

虚假食品安全信息行为。（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委宣传部、市

教育体育局、市司法局、市科技和知识产权局、市卫生计生

委、市公安局、市工商局等有关部门） 

  （十二）加强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加强行业组织建设，强化

行业自律。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开通网络投诉举报平台，实现

网络24小时畅通，电话受理接通率≥90%，按法定时限回复率、

有效处置率均达 100%。落实举报奖励制度。推行食品安全责任

保险。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主动征集群众关心的食品安

全问题，并且有效解决、及时反馈。动员社会力量，对监管部

门履职尽责、企业诚信守法情况进行监督。（市食品药品监管

局、市工商局等有关部门） 

  五、提升食品产业发展质量 

  （十三）加快食品产业发展。实施食品安全“十三五”规划，

围绕五个“康养+”发展体系，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食品产

业体系。完善食品产业发展政策，推进食品产业集约化、规模

化发展。加强食品安全科技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着力打

造食品品牌，新增“三品一标”产品 15 个以上。推进出口食品农

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培育出口食品同线同标同质示范企

业。（市发展改革委、市农牧局、市科技和知识产权局、市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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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监管局、市质监局、攀枝花检验检疫局等有关部门） 

  （十四）提升食品安全质量水平。实施餐饮业质量安全提升

工程，取证餐饮服务单位“明厨亮灶”实施率达 80%以上，学校

（含幼儿园）食堂、中型以上餐饮服务单位量化评级良好以上达

65%。推进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推进食品冷链物流体系建

设。开展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支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

店、摊贩改善条件，引导食品摊贩进入固定区域经营。（市食品

药品监管局、市教育体育局、市商务和粮食局、市城市管理局

等有关部门） 

  六、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 

  （十五）加强监管执法力量。加强监管执法队伍建设，充实

基层监管力量，推进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完善协管员、信

息员培训、教育和报酬保障制度。加强市、县（区）公安机关打

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专职队伍建设。加强应急处置队伍建设，

开展应急处置培训。健全综合协调机制，加强食品安全委员会

办公室建设。（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 

  （十六）提升技术支撑水平。全面完成基层监管所标准化建

设。实施“互联网+”食品安全项目，促进食品安全大数据资源共

享和应用。加快市级食品检验检测能力建设，完成市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中心二期主体工程建设。督导县（区）全部建成食品快

检室。（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委等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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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加强食品安全工作保障 

  （十七）落实党政同责。出台食品安全党政同责相关文件，

推进各级党委政府共同对本地区食品安全负总责，加强对食品

安全工作的领导，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和人、财、物投入保障，

解决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编制、领导班子、干部队伍等方面的实

际问题。（市食安办牵头，市级有关部门分工负责） 

  （十八）强化考核评价。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制，加强食品安

全党政同责目标绩效管理，加强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实行

评议考核结果与综合目标考核挂钩，权重不低于 3%。加强督促

检查，确保全市食品总体合格率位居全省前列、在省政府食品

安全工作评议考核中位居 A 级。（市食安办牵头，市级有关部

门分工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