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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023年以来，四平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

工作的意见》，全力开展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创建工作。目前已完成了市级自评，通过了省级

初评。明年中期，将迎接国家组织的现场验收考

核。

强化市场监管——

食品安全治理提档升级

市场监管，事关人民群众的“菜篮子”“米袋

子”和“果盘子”，涉及千家万户的餐桌民生。四

平市扎实推进食品安全监管各项工作，积极建立

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不断提升从农田到餐

桌全过程监管能力，推动全市食品安全持续向

好，群众满意度和安全感稳步提升。

建章立制，发挥协调联动效能。市食安委相

继出台《食品安全信息通报制度》《食品安全形势

会商和风险交流制度》，完善了市食安委各成员

单位协作联动机制；发改、商务、粮食和物资保

障、市场监管四部门联合印发《四平市反食品浪

费工作实施方案》，形成工作合力。市场监管、公

安签订《打击食品违法犯罪活动执法合作框架协

议》，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无缝对接。

精准施策，改造农贸市场。坚持以《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标准》为指导，制定《四平市农贸

市场管理提升方案》，全面提升农贸市场管理水

平。目前，南湖市场、东立市场2家农贸市场新

投入设备设施，整体面貌明显改善。开展四平市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检验能力提升工程，在四平

市主城区规模最大的农批市场万邦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建设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化快速检

验室，每天对入场销售的高风险及消费量大的食

用农产品进行农（兽）药残留等项目的定性检测

和肉品含水量等部分理化指标的定量检验，最大

限度降低不合格食用农产品流入市场和餐桌的

风险。并探索建立食品销售环节电子追溯体系，

带动全市“菜篮子”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完成顶棚改造、地面硬化、车位规划、摊位规

范、人员着装、安装电子大屏幕等改造，对照标

准，加大监管力度。按照《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评价与管理办法》《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评

价细则（2023版）》等创建标准，开展市场监管所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对农贸市场开展常态化检

查，以食用农产品、散装食品为重点品种，监查市

场经营者亮证经营、设施设备、进货查验、包装标

识等情况，严禁销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认真

查看肉类进货票证渠道，验证经营者是否存在野

生动物交易行为、生熟食品是否分离等问题，并

督促市场开办方增加食品快检频次和批次，及时

公示农贸市场食品快检信息。针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执法人员对3家农贸市场下达了责令改

正通知书，并对11户食品经营者下发食品安全

告知书，督促落实食品安全要求。截至目前，全

市2697名包保干部，完成了对20857家（次）企业

督导检查，力争完成全年督导率100%，经营主体

录入率、包保干部督导率、发现问题整改率保持

全省第一。

突出校园检查，跟踪整改问题。在春秋开学

季，组织开展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及校园周

边餐饮服务提供者全覆盖专项检查、联合检查，

明察暗访，通报检查结果，并对问题进行跟踪整

改。目前已对全市71所500人以上学校食堂、6

所300人以上幼儿园，全部配备食品安全总监，

408所学校和托幼机构食堂全部配备食品安全

员，165所学校和幼儿园食堂实行4D管理。强化

宣传培训，联合市教育局、市卫健委举办培训会；

召开现场会，观摩学习先进典型吉林师大博达学

院食堂，增强各学校主体责任意识、食品安全管

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落实“两个责任”——

把压力传导到末端

四平市落实“两个责任”（食品安全属地管理

责任和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把责任明

确到位，把压力传导到末端，推动“两个责任”走

深走实。

统筹协调。在“包保主体精准分级、包保清

单精准分工、责任落实精准发力”三个维度上下

功夫，结合现状精准摸底、结合风险精准分级、结

合任务精准分工、结合实际精准培训。通过督促

提醒、督查考核、问题解决三项工作机制，压紧压

实包保责任，重点抓好乡、科级以下包保干部，提

升治理能力，确保工作取得实效。经验做法在全

省食品安全工作会议上作了介绍。成立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专班，下设综合协调组、档

案整理组、宣传报道组、督导检查组4个工作组，

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强化督导整改问题。逐级

建立食品安全“分层分级精准防控”机制。市食

安委主任、副主任带头包保8家A级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带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自觉履行食品安

全责任。组织开展年度食品安全评议考核工作，

2022年度四平市食品安全工作被评为A级，在全

省9个市州排名第二，实现了保3争2的目标。

四平市食品安全工作连续两年取得A级，群众满

意度连续两年全省第一。

示范引领。制定《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工作宣传方案》，开设“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专栏，利用媒介发布公益宣传，制作《食

食相伴-共创食安城市》短视频，全面提升群众对

创城工作的知晓率。今年6月19日至20日，开

展了为期两天的培训，邀请国家、省级专家授课，

围绕小作坊、餐饮、特食、食品销售等各环节，结

合基层监管人员工作职责，有针对性进行解读。

制定《小餐饮规范化建设指导要点》，监管人员现

场监管规范化改造，打造拉丝酸奶水果捞、临榆

炸鸡腿、金汤花甲3家小餐饮示范店，带动周边

餐饮单位规范化建设。

四平市铁西区小俩口果蔬店老板程林说：

“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我家店的经营过程、经营范

围、从业人员规范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和指

导，帮助我们提升了管理水平，还选树我家店为

全市小食杂店的标杆示范单位，让我们深受鼓

舞。我们会始终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为

消费者提供放心食品。”

紧盯生产环节——

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

食品生产环节，是守护舌尖安全的源头，也

是食品监管的重点。四平市相关部门发挥职能

作用，不断加大对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的力

度，规范食品生产行为，从源头消除食品安全风

险隐患。

进行规范化培训。多次组织召开食品生产

企业规范化安全管理培训会，针对食品安全管

理、食品快检等多项内容，进行全面细致讲解。

指导各属地监管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

案，推动企业完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

制度，严格把控原料进厂验证关、生产过程控制

关、食品添加剂使用关、产品出厂检验关；帮助

企业健全企业食品安全档案，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自查制度，全面细致排查安全隐患；指导督促

企业认真查找问题和不足，对自查发现的问题，

逐项进行整改。逐级开展多批次集中培训，提

升基层干部能管、会管、管到位的能力。鼓励和

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建立多元化治理

模式。

四平市铁西区地直购物中心总经理助理孙

立平说：“市场监管局有针对性地对企业负责人、

安全总监、全体店长开展综合培训，详细讲解如

何进行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具体指

导怎样填写进货记录、怎样索证索票，非常认真、

负责、耐心。”

严格质量监测。制定《四平市2023年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建立“抽、

检、管、服、导”工作机制，推进抽检、监督、执法

和教育引导。截至目前，共完成市级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1596批次，其中食用农产品752批次、

普通食品900批次；检出17批次不合格食品，其

中食用农产品14批次、普通食品3批次。制定

出台《四平市食用农产品安全快速检测的管理

办法》《四平市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实施方

案》，开展“你点我检”“你送我检”活动，督促批

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开办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修订《四平市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体系，

强化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监管，严控食品安全

风险。制定《四平市食品生产风险分级管理操

作手册》和《四平市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信

用档案管理制度》，加强信用监管，规避风险隐

患。建立食品安全监管指挥中心，持续抓实“四

小场所”整治，坚持以点带面，对全市4177户小

型食品市场经营主体进行规范提升，累计规范

2100户，改造提升率达到50%，推动食品经营场

所提档升级。

主动纾困解难——

助力企业规范经营

四平市主动为企业纾困解难，指导食品生

产经营企业规范操作，健康发展，推动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

建设创城点位，确定明查清单。印发《关于

报送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现场检查点位

的通知》，明确市农业农村局、市粮食物资储备

局、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管局报送现场检查点位

的标准及数量，并对126个点位报送情况进行

核查。按照《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评价细则》

要求，强化创城点位档案建设，为基层监管和餐

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提供

支撑。以小餐饮为重点，打造样板点位，示范引

领其他单位提档升级。细化小餐饮、学校托幼

机构食堂、养老机构食堂、医疗机构食堂、企事

业单位食堂餐饮环节明查暗访点位建设标准，

对辖区餐饮服务提供者进行逐项指导，推进餐

饮单位整改提升。目前，全市确定不同餐饮业

态创城明查点位271家，均已按照创城标准提

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提供专业服务，指导企业发展。市场监管

部门对食品经营户的信息公示、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建立、操作过程规范管理、自查制度等各项

工作，进行规范指导，严格把关，并帮助研究解

决疑点难点问题，为全市食品生产企业挽回经

济损失1300万元。吉林省大窑嘉宾饮品有限

公司，是内蒙古大窑饮品有限责任公司斥资1.3

亿元在四平市经开区投建的食品生产企业，年

产碳酸饮料10万吨。四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第一时间指派食品监管和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

了解情况，就车间布局、工艺流程、检验检测等

进行指导，提出合理化建议，避免了企业花冤枉

钱，并加快了投产进程。公司食安总监张金贺

对市场监管人员热情、专业、周到的服务给予高

度评价，承诺一定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标准，高质

量把好食品生产加工的每一个环节，为消费者

提供合格食品。

依托“吉惠食安”平台，推动“互联网+监管”。

出台《四平市学校和养老机构食堂“互联网+明厨

亮灶”项目实施方案》，组织全市餐饮单位开展线

上线下“吉惠食安”应用培训，线下已培训学校、托

幼机构食堂等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300余人次，线上培训6000余人次，促进监管端及

商户端日常应用。截至目前，通过“吉惠食安”平

台，全市日常监督检查达到1208次，企业备案食

品数量2298个，备案食品3864批次。249户市区

学校、托幼机构食堂，养老机构食堂、餐饮企业的

基本信息，全部录入系统，实现了后厨线上可视

化。“互联网+明厨亮灶”完成率、省“吉惠食安”智

慧监管平台接入率均达到100%。

四平市政府幼儿园第二分园园长刘晶岩说：

“建园初期，两个食堂想打造吉林省餐饮服务A

级单位，就经常与市场监管人员沟通，现场给予

指导。幼儿园整个架构完全按照餐饮服务A级

标准进行设计施工，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一

次性通过了餐饮服务A级单位的验收考核。”

守护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舌尖上的安全””
——四平市开展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记事四平市开展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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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的四平。李刚 航拍

市场监管人员指导大型商超完善各类制度建设。

市场监管人员与小学师生共同开展食品安全主题班会。

◀食品
快检室人员
每天对农贸
市场的蔬菜
等农副产品
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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