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工作总结 上半
年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工作总结(汇总5篇)
总结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加以总结和概
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想我们需要写
一份总结了吧。总结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
一篇总结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
大家学习。

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工作总结篇一

在食品生产环节，严格落实《安徽省食品生产小作坊监管工
作的指导意见》及《安徽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现场监督检
查指南》，按小作坊风险分级监管要求，将已建档小作坊按
照风险等级开展动态监管，基本实现对小作坊开展有序监管
和有效治理。将食品生产小作坊卫生条件、食品原料的进货
查验、食品添加物质的使用情况以及有无非法添加等情况作
为重点，开展监督检查。

在食品销售环节，坚持检查食品销售主体资格，及时发现、
查处无证无照、超范围经营食品行为。督促食品销售者严格
履行进货查验记录义务，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和查验记录制度，
确保所购进销售的食品来源合法。监督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
市场开办者认真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面履行法定义务，
建立落实食用农产品市场准入、日常检查、信息公示、检验
检测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促进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规范有
序。加强对农村超市内的现场制售的监管。重点检查超市经
营的制售项目是否与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准的项目相符，食品
标签是否规范标注，人员健康检查制度、原料的进货查验记
录制度、制作销售销毁数量记录制度等是否落实到位。严厉
打击销售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无食品生产
许可或小作坊登记证明、无食品标签的“五无”食品，以及
销售假冒伪劣、过期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



在餐饮服务环节，对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监管严格落实备
案和分类指导制度，50人以上集体聚餐的，由举办者和承办
者将菜单、举办场地、参加人数等内容提前向村委会报告，
并做好登记，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自觉接受食品安全监管
人员指导。加强农村小餐饮、“农家乐”等食品安全监管，
严格许可审核，确保农村小餐饮、“农家乐”满足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基本条件和要求。

上半年我局共出动执法车辆562台次，出动执法人员893人次，
检查各类经营户1644户次，抽检食品202批次，立案查处违法
经营行为15件，罚款186200元，责令整改20户。我局将继续
认真开展农村食品治理工作，净化农村食品市场，保障农村
食品安全。

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工作总结篇二

一是突出抓好农村餐饮整改。在现场监督检查中，坚持“无
两证(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不放过、硬件设施
不达标不放过、进货索证等台账记录不完整不放过、操作流
程不规范不放过、环境卫生不达标不放过”，及时提出整改
意见，自4月至今共出动180人次，检查餐饮单位85家，下发
整改通知书14份，促其不断规范、不断提升。

二是着力加强单位食堂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的管理。今
年以来，我局对全县9所单位食堂进行了全面的食品安全隐患
排查。执法人员对各食堂持证情况、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况、
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品原料采购及索证索票、餐具消
毒情况、食品留样及食品加工制作规范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和
培训。全县共出动执法人员30人次，下发监督意见书2份，有
效地消除了食品安全隐患，提升了单位食堂食品安全管理水
平。

三是不断强化农村食品经营销售单位的监管。我局以各镇的
食杂店、便利店及农贸市场内小食品摊贩为重点检查对象，



全面清点农村食品零售者的经营主体资格，严厉依法查处无
照经营食品的违法行为，督促食品零售商严把进货关，督促
其切实做到不进、不存、不销假冒伪劣食品。目前，共出
动180人次，共检查食品销售单位142家，下达整改通知书12
份。

四是切实加强食品安全源头治理。从4月至今，对已获得生产
许可证的2家企业和经过备案登记的2家小作坊逐一进行核查
核对，查其在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守法和自律情况，核对其资
质条件是否继续符合持证条件。

五是有针对性地加强食品抽检工作。我局根据我县人民群众
日常大宗消费食品、小作坊生产的食品及节假日特色食品为
重点，加强监督抽检。4月份至今，我县共监督抽检食品131
批次，不合格1批次，不合格的批次均进行立案，有效保障了
农村食品源头安全。

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工作总结篇三

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工作已经列入国家食品安全“十三五”规
划和20__年国务院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为保障我市农村
食品安全治理工作深入开展并切实取得成效，近日，市食安
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县市区高度重视，以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和举措，加
大工作力度，采取点、线、面各有侧重并相互结合的方式，
不断深化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工作，努力从根本上改善农村食
品安全状况。

一、探寻规律，强化科学施策。要坚持问题导向，在前阶段
治理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认真查找和梳理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和规律性问题，结合农村食品安全状况和食品经营特点，针
对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重点区域的面，重点业态、重点品种
的点，以及重点问题的线强化治理，加大农村食品安全风险
隐患排查力度，认真研究问题，及时制定解决措施清单，有



效解决农村食品安全突出问题，消除突出风险隐患。要围绕
群众日常大宗消费食品、儿童食品、进口食品以及民俗食品、
地方特色食品等重点品种，针对销售标签标识不规范食品、
超过保质期食品、无中文标签食品、商标侵权和仿冒食
品、“五无”食品等违法行为，加大对相关区域及重点场所
的监管力度。

二、加强督导，保障工作成效。各县市区要严格按照上级规
定的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开展治理工作，经常性地开展针对
高风险区域、重点问题的明查暗访和飞行检查，强化现场督
促检查，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监管部门要明确
职责、密切协作、相互衔接，打好组合拳，避免各自为战，
甚至是相互推诿。对明查暗访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通报，
对好的监管措施和治理经验及时总结并加以推广 。

三、着眼“三小”，消除监管盲区。要加快完善和强化食品
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农村集体聚餐管理措施。要强化
宣传、规范和引导，使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具备保障食品安
全的基本食品生产加工条件，购进和使用具备合法并可追溯
来源的原料及食品添加剂，并能够识别和控制生产加工过程
中影响食品安全的风险隐患。要切实将农村集市和庙会等农
民群众临时性集中消费场所纳入监管范围，努力实现小作坊、
小摊贩、小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的全覆盖，强化农贸市场、集
市、庙会等农村高风险场所监管工作;集市开办者、庙会主办
者要采取备案等方式实施管理，入市从事食品经营的应当实
名登记或备案，食品经营条件存在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或经营
过期、变质等假冒伪劣食品的要予以取缔。要强化对农村食
品游商的监管，向农村食品店和摊贩供应食品的游商要具备
食品生产经营资格，相关食品应当具备合法的来源证明;食品
送货车要明示身份，鼓励实施统一管理。

四、示范引导，提升农村食品供应渠道安全水平。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积极推进农村食品店统一配送试点工作，引导大型
连锁食品经营企业采取设立乡村便利店等方式向农村地区发



展，支持、培育和规范农村食品供应主渠道。要通过指导推
进农村食品安全示范店建设工作，以树立典范的方式引领农
村食品经营者诚信规范经营，有效保障农村地区食品安全。

五、宣传普及，做好经常性教育和引导。采取贴近广大农民
生活的渠道和方式，以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方式宣传食品
安全知识，增强农村消费者的自我防范、消费维权意识和识
假辨假能力。鼓励通过乡规民约等方式，不断打压假冒伪劣
食品在农村的生存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