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3月10日 星期五

热线电话：(0531)85193245 Email：cjjx2014@126 .com

食品“三小”安全怎么管？
登记证被吊销两年禁入 划定禁止生产品种清单

广告

“潍坊模式”

引领食品安全监管新风尚

15

□ 本 报 记 者 李文明
本报通讯员 张国栋

“吃得放心”成为影响民生生活质量
的重要话题。

目前，我省仅纳入管理的食品小作
坊 、 小 餐 饮 、 食 品 摊 点 （ 以 下 称 “ 三
小”）单位就有18万家。这些领域的生产经
营成为食品隐患最多也是最难监管的领
域，管好了这些生产经营单位，食品安全
问题将得到巨大改观。那么，我省将如何
对上述领域里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监
管和治理呢？记者日前采访了省食药监局
有关负责人。

六项标准规范“三小”行为

由于“三小”经营单位数量多、出货
渠道复杂、场所蔽塞等因素，使得监管难
以奏效。为此，我省要求食品小作坊、小
餐饮、食品摊点必须按照以下六项标准开
展经营活动。

亮证经营。小作坊、小餐饮必须取得
登记证，食品摊点应当进行备案，并取得
信息公示卡。未实施登记、备案的小作
坊、小餐饮、食品摊点不得生产经营；从
业人员应取得健康证明。这些项目要在生
产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张贴或者悬挂登记备
案凭证和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接受消费者
监督。

安全承诺。食品“三小”单位应当签
订《食品安全承诺书》，保证食品卫生、
无毒、无害，对生产经营的食品安全负
责，诚信自律，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
责任。

原料公示。食品“三小”购进的食品
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应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和国家相关规定要求，应按
照食品安全标准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加
工使用了食品添加剂，应当在生产经营场

所公示食品添加剂名称和使用量。小作坊
生产的预包装产品要正确标注配料和所使
用的食品添加剂名称，对小餐饮倡导公开
加工过程，公示食品原料及其来源等信
息，以便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单据留存。为了便于追溯和监管，食
品“三小”应当从正规渠道采购食品原
料、食品添加剂以及食品相关产品，查验
留存供货者的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登记
证、产品合格证明和进货票据等。进货票
据留存期限不得少于6个月。

操作规范。食品“三小”要有合理的
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加工设备设施要
生、熟分开，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生产
加工。不得生产经营《食品安全法》禁止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小
作坊不得接受委托加工和食品分装。

场所清洁。食品“三小”生产经营场
所要与污染源保持安全、无害距离；具有
相应的四防（防尘、防蝇、防鼠、防虫）
设备设施。

针对“三小”在设备、技术、人员素
质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我省根据不同
业态形式，分别规定了禁止生产经营的食
品品。小作坊不得生产保健食品、婴幼儿
配方食品、乳制品、酒类等产品，小餐饮不得
经营裱花蛋糕、生食水产品，食品摊点不得
经营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等。

密织监管网，

让“黑作坊”无处藏身
“现阶段，各地还存在一些隐蔽在村

居角落、逃避监管的‘黑作坊’，是食品
安全隐患较大的地带。解决这一问题，要
靠法治约束和社会共治。”省食药监局副
局长刘本功介绍，从法制层面，我省将于6
月1日起实施的《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
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规定，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
在村居确定食品安全协管员或者信息员，
组织其协助有关监管部门对“三小”尤其
是“黑作坊”进行日常管理和信息报告，
让“黑作坊”置于严密的排查监控之中。
对于未取得登记证擅自从事食品生产活动
的，县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视情况采取罚
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工具设备等处罚

措施。针对区域性、普遍性的食品安全问
题，政府将组织开展专项治理，使“黑作
坊”无处藏身。

为根治食品“黑作坊”，全省各县级
人民政府将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制
度，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投诉和举报“三
小”生产经营中的违法行为。投诉不仅受
到法律保护还将获得奖励。

刘本功介绍，对于在各级监管中发现
的违反《食品安全法》和《条例》的行
为，将实施宽严相济的行政处罚。对多数
违法行为先予以“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再进行处罚，对违反《食品安全
法》禁止性规定的行为降低罚款起点；小

作坊、小餐饮被吊销登记证后两年内，食
品摊点自信息公示卡注销之日起一年内，
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记者获悉，为做好食品“三小”的监
管，我省将制定“三小”登记备案管理办
法、统一登记备案证明式样，制定“三
小”日常检查手册，以保证登记备案和日
常检查工作的规范化、模块化；开发小作
坊、小餐饮制证和统计查询系统，完善
“三小”日常监管系统，落实“机器换
人”要求；同时对“三小”经营者进行全
员免费培训，让所有“三小”经营者知法
懂法，守法经营，全面促进食品“三小”
安全。

□江玉宝 左效强 李文明 报道
本报沂源讯 “去年6月份街道办来家里看了旧房子，7

月份就动工，国庆节前俺就搬进了宽敞、干净、舒适的新
房子。”告别“漏风撒气”的土坯房，住上崭新的砖瓦
房，对沂源县南麻街道红花峪村贫困户李化梅老人来说
“幸福来得太突然”。

老人的幸福得益于沂源县推进的农村危房改造工程。
如何将危房改造这一惠民工程公开、公平、公正地落到实
处，让群众满意？该街道严格按照个人申请、村集体评
议、镇入户审核、市级复核审批等7道程序确定改造名单，
及时张榜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取得群众公认。与此同
时，把工程质量安全放在首位，对建材选用、施工组织等
环节严格把关，采取实地督查、明察暗访和交叉检查等方
式全程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做到“达标一户、验收
一户、入住一户”。

据了解，去年以来，南麻街道将符合条件、有改造意
愿的农村贫困户全部纳入危房改造计划，大幅提高资金补
助标准，让45户农村五保、低保、残疾人家庭和贫困户住上
了“暖心房”。

□记者 杨润勤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潍坊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工作交出

了一份份满意的答卷：2015年8月获国家中期评估第一名；
2015年10月获山东省满意度测评第一名；2016年10月获山东
省满意度测评第一名……成绩的取得，来自于思想和行动
上的创新。在充分调研、大胆探索的基础上，潍坊市确立
了“让市场管市场”的食安治理定位，确定了发挥市场机
制、推动社会共治两个基本点，将“食安监管”上升为
“社会治理”层面，形成了党政综治、部门合治、行业自
治、业态整治、社会共治五治并举模式，趟出了一条攻克
食品安全难题的“共治”之路。

潍坊市创新实施的快检托管全覆盖、双四宣教、赋码
追溯、阳光厨房、风险管控、“六小”整治等各项举措，
均走在全国前列，既解决了当前突出问题，也建成了今后
长效机制，极大提高了监管效能。

2017年，潍坊市将围绕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打造“食
安潍坊”品牌这一主线，着力发挥市场机制、推动社会共治两
个基本点，完善智慧监管体系、检验检测体系、信用评价体
系、立体宣教体系、责任网格体系五个体系，推进赋码追溯、
品牌引领、阳光开放、规范落实、专项整治、队伍提升六大行
动，不断完善和提升五治并举模式，凝聚各方力量，实施综合
治理，深入解决食药安全问题，切实维护百姓饮食用药安全。

□责任编辑 蔡明亮

危房改造
让贫困户住上“暖心房”

日前，省食药监局组织人员到济宁、菏泽、聊城等地，对“食安山东”品牌
示范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图为督导检查人员正在检查嘉祥某超市的台账。

□杨润勤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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