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食品药品工作总结和计划(模板5
篇)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任务和目标，如学习、
工作、生活等。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制定计
划。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计划的作用，并在日常生活
中加以应用。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计划范文，希望大家能
够喜欢!

食品药品工作总结和计划篇一

(一)全力做好迎检工作。对标检查各项工作任务和指标，查
漏补缺，清零所有问题。充分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棒的作用，
调动各责任单位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确保责任上肩，措施落
实，执行到位，争取在省、市考核中保持佳绩，圆满完成创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国家检查。

(二)强化执法力度。贯彻“四个最严”，一是加大处罚力度，
办理典型案件10件以上，建立重点案件督办机制，对案件查
办、结案情况、案件信息公示情况按月进行通报;二是强力推
进九大专项整治行动，坚决取缔“一桌餐”“私房菜”“黑
作坊”等无证无照餐饮单位，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违法行为。

(三)进一步抓好重点工作。紧抓超市、农贸市场、学校及校
园周边食品安全秩序;强力推进“小餐饮提质改造”重点工程，
两年内完成1100家小餐饮提质改造。全力以赴做好重宾接待、
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四)协助做好其他工作。一是打好“蓝天保卫战”。继续加
大对火车站监测点和马坡岭监测点周边小餐饮门店的检查力
度，督促“住改商”餐饮门店退出，淘汰落后低质小餐饮门
店。二是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加强肉类市场监管，
严查未按规定进行检验检疫、检疫不合格肉类及其制品。三



是助力文明城市建设。加强食品经营户的管理，督促落实食
品安全相关制度，进一步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四是配合做
好“拆违控违”、火车站综合整治等行动。

食品药品工作总结和计划篇二

一是一以贯之抓监管。对全区的食品经营门店进行风险管理
评级，按“一店一档”建立了监管档案8000家。确保监管覆
盖率100%;共完成“中华龙舟大赛”、“汉语桥”、“省、市、
区两会”、“中非合作论坛”及“糖酒会”等重大活动监管
任务17次，重宾保障任务41次。二是追根溯源重预防。加大
食品抽检力度，每年区财政投入300多万元用于检验检
测。2020年共完成检测11581批次，其中定量检测1020批次，
总合格率为99.7%，所有抽检不合格食品后处置工作100%到位。
三是有的放矢强整治。部署开展九大专项整治和“一桌餐”
专项整治行动，共计组织行动101起，出动执法人员1820人次，
取缔无证单位78家。四是雷霆手段惩违法。挂牌成立公安联
络室、检察院联络室，立案230起，成功移送至公安机关案
件10起，罚没金额154万元，没收、销毁物品总重约4吨。

食品药品工作总结和计划篇三

今年以来，我们虽然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但目前的现状和实际与国家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要求相比
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由以下几点：

(一)体制问题。食品属于大区域、大范围内流通的商品，搞
食品管理和其它农村工作有着很大的区别，应该做到按上级
行政区域的统一管理、统一要求。

(二)人员问题。1、由于xx镇多至14个行政村，近年来工作千
头万绪，镇干部人数和精力有限，很难真正发挥一专三员的
管理机制，包村干部也不能安下心来学习食品药品管理知识
和技能;2、食品药品管理人员管理技能和经验有待提高，特



别是在食品检测工作方面。

(三)经营户的问题。目前食品经营户存在小、散、脏、乱、
差等现象相当突出，也存在安全意识、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
很淡薄，因此存在较多的安全隐患。

(四)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不高，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能力较
弱。

食品药品工作总结和计划篇四

一是严格落实食品销售经营主体责任。按照“全面推行，重
点展开”的原则，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在大型商场超市、
集贸市场通过设置质量安全管理机构，签订食品安全责任书，
建立各种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保障购进和销售的食品来源合
法、可追溯。同时，在超市、市场内建立食品快检室并配备
相关设备，做到检测及时、公示及时。二是开展酒类销售市
场、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农村食品、打击销售病死猪肉等违
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三是统一规范商场(超市)和集贸市场
食品销售经营行为。为全面规范我市商场(超市)、集贸市场
的食品销售经营行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企业自定的食
品品安全公示、散装食品销售、特殊食品销售、食用农产品
销售、食品安全自查、食品安全追溯以及集贸市场开办者的
义务等内容进行确定，有效解决商场(超市)、集贸市场经营
者制定标准不清晰、不规范等相关问题，确保商场、集贸市
场食品按规范经营。

食品药品工作总结和计划篇五

一是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区委、区政府将创建工作摆上
重要议事日程，出台了《食品安全党政同责实施办法》等一
系列重大政策机制，高规格领导、高起点谋划、高标准要求、
高密度调度扎实推进创建工作。二是完善组织体系。不断完
善三级网格化监管网络，各社区(村)配备专职食安协管员(信



息员)，每年给80个社区的食安协管员发放津贴38.4万元;为
全区13个食药监所配齐执法车辆，充实基层监管力量。三是
积极动员部署。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带队检查食品安全创
建工作。区食安办对各街道(园、局)、食安委成员单位实行
每月暗访交叉检查、每季考核、排名，每年设立48万元食品
安全绩效考核专项奖励资金，充分调动了各街道、社区的创
建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