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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鲤市监〔2022〕8 号

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鲤城区 2022
年食品（含特殊食品）生产安全监督检查

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市场监管所、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二大队：

为进一步加强食品生产安全监督检查工作，根据泉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2 年食品生产安全监督检查工作计划

的通知》的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鲤城区 2022 年食品（含

特殊食品）生产安全监督检查工作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抓好贯彻落实。

泉州市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4 月 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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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区 2022 年食品（含特殊食品）生产
安全监督检查工作计划

为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

府和上级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工作总体要求，加强食品生产

安全监督管理，规范食品生产安全监督检查工作，全面防控食

品生产安全风险，落实食品生产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障食

品生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结合我区食品生产安全监管实际，制定 2022 年全区食品

（含特殊食品）生产安全监督检查计划。

一、 总体要求

以保障食品安全为目标，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属地监管责

任为主线，以风险排查为抓手，有效治理食品安全突出问题，科

学防范区域性、群体性和潜在性食品安全风险。着力构建以风险

分级管理为原则、企业自查为前提、日常检查为基础、专项检查

为重点、体系检查为补充的检查工作格局，统筹信用分类、责任

约谈和第三方风险评价等手段，加大重点区域、重点产品、重点

问题、重点对象的整治力度，着力构建严密高效的食品生产安全

监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二、 工作内容

（一）持续开展风险排查

结合近年食品生产环节监督检查、抽检监测、投诉举报、网

络舆情等情况，通过风险分析研判，制定《鲤城区重点产品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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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清单》和《鲤城区食品生产主要风险措施清单和责任清单》。

各市场监管所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分析存在的风险隐患及其原

因，结合属地实际，建立本辖区风险排查整治清单，对辖区食品

生产企业按照“一企一档”逐一建立风险清单、措施清单和责任

清单，深入开展食品生产安全风险隐患治理，着力消除各类风险

隐患，防范食品生产安全事故和系统性、区域性、行业性重大食

品生产安全事件发生。

（二）深入开展专项整治

根据市市场监管局工作部署，结合全区食品生产监管工作实

际情况，加强肉制品、粮食加工品等重点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同

时，根据上级部署和监管实际需要，适时开展其他专项整治。

1.持续打击食品生产环节“非法添加”行为。对固体饮料、

其他饮料、糖果（压片糖果）、果冻、代用茶、蜜饯、咖啡等重

点产品，添加瘦身类、壮阳类非法添加物等重点问题，企业名称

中含有“生物”“科技”“医药”“营养”等重点对象，重拳出击，

严查重处。

2.开展肉制品质量提升行动。加强肉制品生产监督检查，督

促肉制品生产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律

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组织生产，推动肉制品生产企业加强对生产

环境、设备设施、生产过程控制、食品添加剂使用、生产记录和

产品标签等关键点管控。

3.严格粮食加工品质量安全监管。加大对粮食加工品生产企

业日常监督检查力度，重点检查大米、小麦粉等粮食加工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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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进货查验、索证索票、贮存仓储条件、出厂检验等落实情况，

督促粮食加工品生产企业严把原料进货及出厂检验关。

（三）科学统筹监督检查

1.及时实施风险分级和信用分类。各市场监管所要按照泉州

市市场监管局《关于贯彻落实福建省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工作

规范（试行）的通知》（泉市监函〔2021〕221 号）和泉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实施方案的通

知》（泉市监函〔2021〕192 号）的相关要求，以“福建省食品

安全与社会共治系统”平台为依托，及时对辖区食品生产企业开

展新一年度风险分级和信用分类评定管理和信息录入工作，加强

风险、信用评级结果运用，实施差异化监督管理。

2.切实开展企业食品安全自查。各市场监管所要按照泉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自

查及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泉市监函〔2021〕 194 号）的

要求，督促辖区食品生产企业健全食品安全自查制度，细化自查

计划、自查频次、自查目标、整改措施等自查方案，定期对食品

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严格落实风险隐患报告处置工作，提高

风险防控能力，防止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3.合理统筹安排日常监督检查。各市场监管所要根据市场监

管总局发布的《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令第 49 号）要求，按照风险分级、信用分类管理，

综合食品类别、企业规模、管理水平、食品安全状况、风险等级

等监管实际，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的 2022 年食品生产安全监督

检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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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场监管局原则上负责全区获证特殊食品、食盐生产企业

年度日常监督检查任务，根据监管需要组织市场监管所交叉互

检；市场监管所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辖区所有获证食品生产

企业和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年度日常监督检查任务，负责配合区

局开展各类监督检查任务以及上级检查发现问题企业整改落实

任务，形成工作闭环，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改等记录情况纳入“一

企一档”监管档案，并报送区局质量综合管理股备查。对于上一

年度抽检监测不合格（问题）食品生产者新一年度日常监督检查

任务由区局负责实施。

4.按规定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市级市场监管局负责

具体组织对 2021 年度 C、D 级风险获证食品生产企业开展“双随

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抽查比例为 5%；区局负责具体组织对 2021

年度 A、B 级风险获证食品生产企业和核准通过的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抽查比例各为 5%。辖

区企业、小作坊总数少于 20 家的，实际抽查数量分别不少于 1

家。抽查比例适时根据上级要求进行调整。

5.重点实施飞行检查。根据省市场监管局统一部署要求，市

级市场监管局负责组织对 2021 年度监督抽检及风险监测 3 批次

以上不合格（问题）的重点食品生产企业开展飞行检查，区局及

市场监管所依职责分工做好配合。

6.持续开展体系检查。省市场监管局对产品风险高、影响区

域广的部分大型食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实施体系

检查，区局及市场监管所依职责分工做好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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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继续开展风险评价。省、市两级市场监管局继续组织开展

食品生产第三方风险评价，对部分产品类别的食品生产企业开展

食品生产安全评价。区局根据实际情况及需要，积极协调开展食

品生产第三方风险评价，作为监管部门监督检查有效补充。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属地责任。各市场监管所要高度重视，

加强组织领导，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细化风

险排查方案，落实工作责任，明确具体责任和人员，措施到位、

责任到人，切实做到各项工作无缝衔接、落到实处、取得成效。

（二）突出重点，强化监督管理。各市场监管所要健全完善

的监管档案和监督检查记录，及时归集并报送至区局质量综合管

理股备查，规范监督检查程序，做好整改复查，实行重点风险隐

患整改销号机制，防止问题反弹。对检查中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及时移交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二大队立案查处，并严格落实

“处罚到人”的要求。区局结合风险排查和专项整治等工作，适

时对各市场监管所的监督检查工作实施随机抽查。

（三）开展培训，加强检查能力建设。区局依托现有监管资

源，建立健全食品生产安全监督检查人员名录库，加强食品生产

环节专业化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积极协调上级市场监管部门

组织对食品生产安全监督检查人员的培训与考核，提升检查人员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专业知识等方面的能力和水

平。同时，积极参与上级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各类异地交叉检查

任务，进一步提升辖区食品生产安全监督检查“实战”能力水平。

（四）认真总结，按时信息报送。各市场监管所要认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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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典型案例、形成长效机制成果，并分别

于 2022 年 7 月 4 日和 12 月 4 日前汇总上报辖区食品生产安全监

督检查工作情况总结，发现重大食品生产安全问题及处置情况及

时报告。联系人：陈志坚、陈瑞雯，联系电话：0595-22373007。

附件：1.鲤城区重点产品主要风险清单

2.鲤城区食品生产主要风险措施清单和责任清单

3.鲤城区食品生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问题处置情况

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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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鲤城区重点产品主要风险清单
序号 重点产品 主要风险 重点区域

1

固体饮料、蜜饯、其他饮料、

糖果（压片糖果）、果冻、代

用茶、咖啡

非法添加咖啡因、双醋酚丁、匹克硫酸钠、麻黄碱、伪麻黄碱、酚酞、

那非类、育亨宾、布洛芬、盐酸二甲双胍、γ-羟基丁酸、番泻苷 A、

番泻苷 B、大黄酚、大黄素等药品、药材、未经批准的新食品原料、非

食用物质以及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利用标签标示、广告等

手段虚假宣传或暗示“通便、减肥、纤体、壮阳”及疾病预防、治疗

或辅助功能。

浮桥、江南、常泰、金龙、

鲤中、开元

2
粮食

加工品

生湿面制品 非法添加硼砂；防腐剂超标。

浮桥、江南、常泰、金龙大米 镉超标，真菌毒素超标。

小麦粉 真菌毒素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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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肉制品

使用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原料肉或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

不合格的肉类；检出“瘦肉精”等禁用兽药，磺胺类、沙星等兽药超

标，滥用防腐剂，微生物超标，使用价低的鸡鸭等禽肉冒充价高的猪

牛等畜肉，猪血鸡血冒充鸭血。

常泰

4 调味品

辣椒及其制品 非法使用罗丹明 B、苏丹红等非食用物质。

浮桥、江南、常泰、金龙

食醋 冰乙酸勾兑食醋。

酱油 使用酸水解植物蛋白调味液等原料配制生产酱油，氨基酸态氮不达标。

坚果与籽类的泥

（酱），包括花生

酱等

黄曲霉毒素 B1 超标。

5 方便食品 微生物污染问题；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问题。 全区

6 豆制品 使用吊白块、硼砂等非食用物质；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 全区

7 食糖 红糖 违法添加色素。 常泰、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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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茶叶

添加柠檬黄、日落红、胭脂红、亮蓝等着色剂；农残超标；标签不符

合标准要求，特别标识封建迷信、黄色内容以及虚假、使消费者误解

或欺骗的文字图形等内容。

全区

糕点、饼干
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微生物超标；过氧

化值超标；虚假标注生产日期。
全区

蜜饯
滥用“日落黄”、“苋菜红”、“胭脂红”、诱惑红等着色剂，滥用防腐剂、

甜味剂等食品添加剂。
鲤中

14 薯类和膨化食品 滥用安赛蜜、甜蜜素等甜味剂，铝残留量超标，微生物超标。 全区

15 包装饮用水 铜绿假单胞、大肠菌群污染问题；溴酸盐不合格问题。 江南

17 淀粉制品 非法添加硼砂，米酵菌酸风险。 浮桥、金龙

18 糖果制品 使用来历不明及不合格的食糖原料、胶基原料或可可原料掺杂使假 鲤中、江南

21 涉胶食品 原料使用工业明胶，铬超标 全区

22 涉盐食品 原料使用工业盐 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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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鲤城区食品生产主要风险措施清单和责任清单
序号 主要风险 整治措施 责任单位

1

非法添加药品、药材、未经批准的

新食品原料、非食用物质以及其他

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1.掌握辖区重点食品生产企业的产品名称、消费人群、标签标示、食用方

法、销售渠道等情况，确保产品采购、加工、贮存、检验、销售等环节

有迹可循、有源可溯，食品安全追溯信息真实、可靠；排查委托生产行

为风险，特别是由委托方提供食品原料、辅料生产的行为；排查是否存

在功能、药效等虚假宣称；严格进货查验制度落实，重点检查企业原辅

料仓库、生产车间、配料室及其他存放原辅料的区域是否存在购进非食

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和

药品等行为；加大对非法添加产品及由委托方提供食品原料、辅料的抽

检监测力度。

2.对非法添加药品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规定严肃查处，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涉嫌犯罪的，一律移送公安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

各市场监督管

理所，市市场监

管综合执法支

队二大队依职

责分别负责。

2 掺假掺杂

1.重点检查企业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平台产品的录入情况，做到来源可溯、

过程可查、去向可追；检查企业原辅料出入库台帐，开展生产过程物料

平衡核算。

2.对掺假掺杂行为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规定严肃查处，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对产品无法溯源的行为，严格

各市场监督管

理所，市市场监

管综合执法支

队二大队依职

责分别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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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严肃查处。

3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1.检查原料进货查验是否落实，抽查企业食品添加剂领用记录、投料记录，

对照企业产品配方或配料表查看是否符合《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 -2014）要求，可进行物料平衡核算。

2.对食品添加剂贮存、领用、投配料记录不全的，按照《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严肃查处；对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

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严肃查处。

各市场监督管

理所，市市场监

管综合执法支

队二大队依职

责分别负责。

4

化学性

污染风

险

真菌毒素超标

1.检查原料进货查验是否落实，尤其是原料是否发霉；关注产品贮存防护

措施是否合理；必要时可开展抽样检验；

2.对生产经营真菌毒素超标的食品，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规定严肃查处。

各市场监督管

理所，市市场监

管综合执法支

队二大队依职

责分别负责。塑化剂污染

1.检查生产设备和包装容器中是否存在塑料制品，是否按照要求对食品相

关产品查验产品合格证明材料。

2.对采购或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相关产品，按照《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严肃查处。

5 兽药残留问题

1.检查原料是否按要求开展进货查验，并具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

质检验合格证明，生猪产品还应当具有非洲猪瘟检测证明报告；进口肉

类产品应当有入境货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明；进口冷链食品还需具有追溯

凭证、消毒证明、核酸检测证明。

2.对采购使用病死、来源不明的原料肉进行加工制作的行为，按照《食品

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严肃查处。

各市场监督管

理所，市市场监

管综合执法支

队二大队依职

责分别负责。

6 标签标 虚假标注生产日期 1.检查企业产品标签是否符合《食品标识管理规定》、《预包装食品标签各市场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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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问题 通则》（GB 7718-2011 ）等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规定。

2.对虚假标注生产日期的行为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严

肃处理；对标签不符合规定、虚假宣传等行为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五条规定严肃处理。

理所，市市场监

管综合执法支

队二大队依职

责分别负责。

非法声称有“通便、减肥、

纤体”等预防、治疗或辅

助功能

使用复原乳未按规定标示

7 微生物超标问题

1.对查看生产现场是否存在人流、物流交叉污染情况；查看关键控制环节

的工艺参数是否合理；清洁消毒是否符合制度要求，是否按照要求对清

洁消毒效果进行验证。

2.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按照《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四

十条规定处理。

各市场监督管

理所，市市场监

管综合执法支

队二大队依职

责分别负责。

8

未持续

保持生

产许可

条件

在生产许可场所之外组织

生产；
擅自更改生产工艺

1.对照食品生产许可档案，查看生产现场，确认工艺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

主要生产设备设施、食品类别是否与申请许可时提交材料一致；上述许

可条件发生变化的是否按要求办理变更手续。

2.对在生产许可场所之外组织生产，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规定严肃处理；对未按要求办理变更手续的，按照《食品生产许可管理

办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严肃处理。

各市场监督管

理所，市市场监

管综合执法支

队二大队依职

责分别负责。

9 生产记录不规范

1.根据配料表，查看进货查验记录、原料进出库记录、生产过程控制记录、

成品进出库记录、销售记录等是否真实、完整、可有效追溯；

2.对上述记录不真实、不完整的，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

定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各市场监督管

理所，市市场监

管综合执法支

队二大队依职

责分别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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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未开展产品检验

1.查看是否按照食品标准对成品逐批开展出场检验，企业的检验报告及原

始记录应真实、完整；随机抽取部分成品，查看成品检验报告是否与生

产记录、产品入库台帐一致;成品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果是否与原始检验

记录一致。

2.对未按照要求开展出场检验以及伪造检验报告书和检验记录等行为，按

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各市场监督管

理所，市市场监

管综合执法支

队二大队依职

责分别负责。

12
无证或超范围生产

严厉打击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或超范围生产加工等违法违规行为，坚

决查处取缔“黑工厂”“黑作坊”“黑窝点”。
市市场监管综

合执法支队二

大队负责。

13 疫情期间可能存在的食品生产安全

风险。

重点排查食品生产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积压的原材料和成品的处置情

况，严防使用变质过期原料生产加工食品及过期食品出厂或经返工后出

厂的风险。

各市场监督管

理所，市市场监

管综合执法支

队二大队依职

责分别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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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鲤城区食品生产安全风险隐患排查问题处置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企业名称 风险等级 发现问题时间 问题描述
已采取的处置

措施
整改情况 问题隐患是否消除 备注

是□ 否□

消除期限：

是□ 否□

消除期限：

是□ 否□

消除期限：

是□ 否□

消除期限：

是□ 否□

消除期限：

注：对食品生产安全风险隐患问题的处置，市场监管所及二大队应按“一企一档”及时报备区局
质量综合管理股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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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送 ： 泉 州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鲤 城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 2 2 年 4 月 1 日 印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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