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食品药品专项整治工作总结(精选6
篇)

对某一单位、某一部门工作进行全面性总结，既反映工作的
概况，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缺点，也要写经验教训和
今后如何改进的意见等。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
总结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食品药品专项整治工作总结篇一

一、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建立了一支以校长为第一责任
人，副校长主抓、食堂管理人员分工负责的管理队伍，管理
人员分工逐层细化，明确责任主体，层层签订责任状。明确
谁出问题谁负责的责任追究制度。针对学校食堂工作人员不
能稳定、监管存漏洞等情况，制定了承包人、学校管理人员、
学生干部三人小组监督制度，强化过程管理，发现问题及时
整改，把食品安全事件力争降到零。

入库和使用。每顿的饭菜都要留样待验，并作详细的记录，
对卖不完的剩饭剩菜必须全部作为垃圾除理掉，绝不留到下
一顿。学生超市在进货和售货上，杜绝“三无产品”进入柜
台流向学生，若出现变质和过期的必须及时销毁，并作记录。
加强学校食堂从业人员管理，做好卫生知识培训工作。新学
期开学，校长室和后勤人员多次将食堂工作人员召集一起学
习有关安全卫生方面的知识，要求工作人员规范操作，遵守
卫生管理制度，使食堂操作人员掌握了食品卫生安全的基本
要求，养成了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上班期间穿戴清洁的工
作衣帽，勤洗手及剪指甲，不穿拖鞋，不准工作人员在食堂
内吸烟、随地吐痰和乱扔垃圾。积极配合食品药品监督部门
和质量技术监督局对我校食堂卫生与设备的检查，及时进行
整改，消除了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



三、挤出经费改进食堂生产设备，监督物品规范存储、操作
过程安全卫生。加强了对学生食堂的投入，为了改善食堂环
境，学校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学生食堂硬件条件。购置了不
锈钢餐具、厨具、加热售饭柜、消毒柜，防食物变质的冰柜。
每顿对所有餐具及厨具进行消毒后保洁。食堂环境整洁，有
收餐台、带盖的垃圾容器。库房、粗加工间和操作间隔离，
加工间生、熟食品分开，荤、素食品分开，加工生熟食品的
容器、工具分开，食品分类存放，库房堆放食品隔墙离地。

通过检查，我们认为我校的食堂食品安全工作处在正常、有
序、健康运行的轨道上，基本符合上级领导和有关文件精神
的要求。今后我们将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毫不松懈地把我
校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继续推向新的更高的层次。创造一个
学生满意，家长放心，同行佩服，领导认可的学习和生活环
境。

城台乡中心学校

20xx年9月29日

食品药品专项整治工作总结篇二

为确保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严防食物中毒事件发生，我队高
度重视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迅速召开了专题会议，划分
了检查小组，共分了东西两队，明确了职责和任务，统一了
检查内容、时间及有关要求。

本次重点检查学校食堂是否开展食品安全自查；是否取得餐
饮服务许可；是否建立以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食品安全领导
小组，相关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及公示栏是否上墙；是否配
备专职或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是否严格执行人员健康
管理要求；是否严格执行原料采购索证制度；是否存在违规
加工制作凉菜、发芽土豆、四季豆、野生菌类等高风险食品
及过期变质食品；是否存在违规采购和使用亚硝酸盐行为；



是否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是否严格执行餐饮具清洗消毒规
定；是否按规定实施食品留样；加工场所、设备设施布局是
否按照量化分级管理评审达标要求进行设置，配备并规范使
用；食堂内外是否环境整洁；餐厨废弃油脂和垃圾处理是否
符合要求。

这次专项检查对我辖区内5个学校的7家食堂进行了拉网式检
查。首先，检查发现学校食堂均建立了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
的食品安全管理组织，配备了餐饮食品安全管理员，建立健
全了食堂餐饮安全管理制度并上墙，未发现超许可范围制售
凉拌菜情况、未发现使用发芽土豆、四季豆、野生菌类等高
风险食品，未发现学校食堂采购、贮存、使用亚硝酸盐，食
堂均有有效 “餐饮服务许可证”，并按许可核定项目为学生
供餐。其次，检查中也发现了个别学校食堂基础设施差、食
堂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参差不齐、从业人员流动性大、
更换频繁等问题，对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造成了一定的隐患。
针对这些问题，我局积极会同教育部门不断加强跟踪督查，
落实整改措施，努力提升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等级，营造让广
大师生更加安全放心的饮食环境。最后，检查中结合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工作，对全县7家学校食堂进行
了20xx年第一季度“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动态评定”
工作,做了该餐饮服务单位的诚信档案记录。本次检查共出动
执法人员28人次，车辆7车次，检查覆盖率达100%。

1、检查发现部分学校食堂存在餐厨废弃垃圾处置不规范、未
坚持从业人员健康晨检制度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我队执
法监督人员下达了餐饮服务巡查表6份，要求限期整改完善。

1、针对存在的问题继续对学校食堂加强《食品安全法》、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提
高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落实好各项措施，严防
食物中毒的发生。

2、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人员和明确责任，强化校内食



堂餐饮食品安全的自身管理工作，特别是要加强学校食堂餐
厨废弃垃圾处置的管理。

3、密切联系当地教育部门加强对学校食堂的监督检查，加大
执法力度，从严查处违法行为，对整改仍不符合要求的将依
法予以查处，以确保学校食堂食品安全。

黄龙县食品药品

20xx年3月23日

食品药品专项整治工作总结篇三

食品进货验票索证、购销台帐和质量追溯制度。只有明确工
作职责，才能有的放矢，突出重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才能
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故而两节期间，商务局安全监管工作
的重点应放在两个方面上。一要加强对食品安全的重点区域、
重点环节、重点品种、重点市场的监督管理，紧紧围绕与人
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酒类、肉类为重点品种，防止劣质过
期的食品和不合格的酒(尤其是散装白酒)、食品在市场经营。
二是要坚决取缔无证经营食品行为，严厉打击利用节日制售
假冒伪劣食品的行为。

为切实增强大家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我局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实行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分管副职具体抓，抓落实;认
真履行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职责，将任务和责任逐级分解到具
体岗位和人员，建立健全组织领导机构和岗位目标责任。同
时，为搞好这次专项整治工作，商务局成立了以行政一把手
为组长。分管安全的副局长为 副组长，下辖二级机构负责人
为成员的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这次专项整治工作
的组织领导。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案，组织监督检查人员
按时间、步骤、分工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内容依法
监查，对违纪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和坚决处缔。分管安全
副局长杨安徳同志从单位抽调有关人员于9月26日—28日，先



后深入到县定点办、市场服务中心、物资行管办、商业行管
办、天骄超市等基层单位调查研究，现场指导、督促检查各
单位安全生产、食品卫生、市场秩序等工作要求各单位负责
人要“管好自已的人、看好自已的门、办好自已的事”，各
单位“两节”期间生产经营，不能出现重大安全事故。确保
万无一失和一方平安。

(一)关于定点屠宰工作

目前这一工作主要是委托二级机构定点屠宰办专抓专管。我
们认真落实“食品放心工程”和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按照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的要求，本着以人为本的
原则，加强全县生猪屠宰流通行业管理，整顿规范生猪屠宰
加工行为，搞活生猪肉食品流通，确保牲畜肉品的安全。

加强屠宰厂管理提高进场屠宰率。一是要求屠宰厂业主建立
生猪进出厂台帐;二是协同畜牧部门动检人员做好生猪进厂滞
留观察及宰前检疫工作;三是要派专业检验人员，对产品进行
检验，保证产品合格率100%出厂销售;四是做好疫情防疫工作，
定期做好屠宰场的杀菌、消毒。确保源头的肉品品质安全，
保证城乡居民吃上“放心肉”。

加强稽查工作，打击“私屠滥宰”行为。依照国务院《条
例》，主要是打击屠宰区域“私屠滥宰”行为，配合动检、
工商、卫生部门对屠宰场肉品销售市场的病死肉品、掺杂使
假、注水等违法行为进行执法稽查。

(二)关于酒类商品流通管理

目前这项工作主要是委托二级机构酒管办监管，主要依据
《xxxx省酒类管理条例》对全县酒类生产和流通进行监管，以
维护酒类生产秩序，保障酒类消费者安全，保护生产者、经
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主要工作职责是：做好酒类流
通备案登记工作;核发酒类批发许可证;做好酒类经营市场稽



查工作，防止假酒、劣质白酒流入市场。目前全县已有178个
酒类经营户办理了酒类流通许可证。通过整顿和治理，全县在
“两节”期间没有假酒伤人事件。

(三)关于市场准入工作

1、加强对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提高居民的消费意识。
根据省、市、县食品安全检查工作的统一部署，我们将食品
安全知识通过农贸市场管理人员向场内摊贩、居民广泛宣传，
提高场内经销户的守法意识和居民的消费意识。

2、加强市场巡查，防止假冒伪劣食品流入市场。

3、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监管工作。加强同工商、畜牧水产、
农业、卫生等部门的联系，在市场内发现异常情况不能处理
的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沟通，及时消除隐患，确保市场平安。

通过此次专项整治工作，我县食品流通市场的经营行为得到
了进一步规范，食品安全卫生有了进一步保障，我局将巩固
此次专项整治成果，对食品卫生监管工作常抓不懈，扎扎实
实地将放心食品工程向深度和广度推进，群策群力，与时俱
进，为全县人民创造一个安全放心的饮食环境。

食品药品专项整治工作总结篇四

根据省政府迎奥运百日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安排和部署，
我厅自5月初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猪肉质量安全百日专
项整治行动”，成立了迎奥运百日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
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制定了工作方案，明确了各级、各部门
的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工作责任。并组织14个市州开展交
叉检查，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确保我省猪肉食品安全，顺
利完成了省政府交给的工作任务。

1、成立了领导组织机构。省商务厅成立了由厅长向力力任组



长，副厅长易昌伦、副巡视员罗双锋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
各市（州）、县（区、市）商务主管部门（食品安全委）都
迅速成立了由“一把手”亲自挂帅的“食品质量安全百日专
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下设由相关处（科）室和人员组成
的办公室，具体负责专项整治的有关工作。

2、明确了工作目标。从5月初起到奥运会结束，各级商务主
管部门通过采取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加强对肉及肉制品的
集中整治，确保我省销往北京、上海、天津、青岛、沈阳、
秦皇岛等奥运承办城市以及供应香港的肉及肉制品质量安全，
确保奥运期间全省不发生食品质量安全事故。各级商务主管
部门都及时召开了猪肉质量安全百日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动员
大会，印发了商务部、省政府有关“食品质量安全百日专项
整治行动”的指示和文件，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了认识，
明确了工作目标。

3、制定了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重点和工作职责。印发了
《湖南省商务厅迎奥运百日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制定了工作实施方案。各级商务主管部门根据统一部署，结
合当地的具体情况，也相应制定了实施细则。将工作责任分
解到相关部门和定点屠宰企业，工作的重心放在以肉及肉制
品为重点产品；以畜禽屠宰为重点环节；以农村和城市结合
部、旅游景点附近区域、交通干线辐射区域、食品生产加工
比较集中的区域等为重点区域；全面有序地展开猪肉质量安
全整治。加强定点屠宰监管，严厉打击私屠滥宰及加工储藏
私屠滥宰肉和病害肉、注水肉的违法违规行为。

1、加快屠宰场规划工作进度。为了搞好生猪定点屠宰场规划
工作，确保出产的猪肉品质合格和安全可靠。省商务厅按
照20xx年155号省政府令规定的屠宰场设置规划要求，对市、
州商务主管部门制定的《屠宰场设置规划》已进行审查，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完善和调整。各市州在规划和环保部门的
指导下正加紧进行选址和办理相关手续。



2、抓好屠宰环节管理。全省14个市州都把生猪定点屠宰场管
理作为肉品管理的重中之重。一是严厉打击私屠滥宰窝点。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牵头组织有关部门，积极开展打击私屠滥
宰的专项整治行动。长沙、岳阳、怀化、株洲、张家界、益
阳、邵阳、衡阳、郴州、永州市等市州在20xx年生猪屠宰专
项整治工作基础上，今年他们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了生猪定点
屠宰的管理力度，加大了对重点区域私屠滥宰、制售注水肉
和病死猪肉等行为的打击力度，收到明显成效。衡阳市屠宰
办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先后对衡阳市勉夫中学和华源市场周围
的私屠滥宰窝点进行了重点打击，缴获私屠滥宰肉品300多公
斤，没收病死猪肉12头，并将当事人交由相关部门处理。郴
州市对城乡结合部等私宰窝点进行重点整治。共出动执法检
查68次，出动执法人员729人次，取缔私屠滥宰窝点2个，查
扣私屠滥宰肉品671公斤。株洲市商务局于6月16日凌晨会同
卫生、动检、公安等部门对荷塘区财富小区一生猪私宰户进
行打击取缔，收缴白板肉89公斤，没收了屠宰工具。二是加
强对定点屠宰场的管理。要求屠宰场对进场生猪及出场肉品
实行进出场检疫制度和肉品检验制度。生猪宰杀从进车间到
出车间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按规程操作，做到环环相扣，确保
无污染。湘潭市商务局向屠宰场派驻稽查队员，并联合畜牧
部门对生猪定点屠宰场进行不定期检查，要求进场宰杀的生
猪必须要查验产地检疫证明，每天对运输工具、装卸工具进
行清洗，每天要对生猪存栏区进行一次全面消毒，每隔三天
对屠宰场内的栏舍、排水沟、过道、屠宰间进行清洗。指导
屠宰场加强内部管理，制订查核、岗位责任、消毒等制度。
湘西自治州组织所属各县市开展肉品含“瘦肉精”大检测，
使老百姓吃上放心肉。

3、加强流通环节管理。一是加强对超市的检查和管理。各级
都规定超市所进猪肉100%来自生猪定点屠宰场，对超市实行
全天候监管，每天有稽查人员对超市销售的肉品及猪付产品
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如怀化市屠管办分别与各供
肉商签定了生猪屠宰与肉品质量安全责任状，各大超市及集
体伙食单位也同屠宰厂签定了供货协议，并公开向社会承诺，



进一步强化企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长沙市红星大
市场和工商部门、屠宰执法大队从5月份以来，密切配合，对
市场的白板肉开展了专项整治，促使红星屠宰场屠宰量回升，
目前保持日均屠宰量在600头左右。二是加强对宾馆、酒店、
集体伙食单位用肉管理。集体食堂、餐饮单位所使用的猪肉
必须100%来自生猪定点屠宰场，并定期不定期的进行抽查，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岳阳市5月31日至6月12日，市、区定点
办联合市、区卫生、教育、畜牧等部门对梅溪一中、人民公
社、华瑞酒店等集体用肉单位进行了检查，重点检查了采购
合同、索票索证、台账管理和现场肉品质量。所查单位都与
供应商签订了书面采购合同，建立了肉品进货台账，采购的
肉品均来自市城区定点屠宰场，肉品质量合格。三是加强对
外来肉品的管理。随着家畜产品流通行业的发展，我省很多
地方外来肉品在市场销售中所占比重加大。为了确保进入市
场的家畜产品质量安全，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出台了相关管理
办法，要求外来肉品必须来自商务部认定的生猪定点屠宰场，
而且要有完备的手续。

4、建立健全信息沟通制度。为确保奥运期市场供应，全省商
务主管部门加强猪肉市场的预测分析，督促屠宰企业均衡组
织生猪供应市场。省商务厅开发了生猪定点屠宰场管理软件，
从6月份开始对全省县城以上185家定点屠宰场进行生产情况
监测。同时建立信息沟通制度，对突发事件和质量安全事件，
要求商务主管部门必须在事发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将情
况立即上报当地政府和上级商务主管部门。

5、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工作氛围。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加强与
新闻单位的联系和协作，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方式广泛
开展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
定点屠宰，支持定点屠宰，努力为迎奥运猪肉质量安全百日
专项整治行动工作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5月27日上午，常德
市迎奥运百日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启动仪式在市步行街隆
重举行。市政府、市食品安全办的领导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参加了启动仪式。各单位共制作宣传牌50块，发放宣传资



料5700份，现场解答群众咨询113起。娄底市商务局利用全
省“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组织了全市统一“商务执法”
标识的执法车辆在娄底城区巡回进行广播宣传国务院新的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活动，在娄星广场设置了专门展位，
印发宣传资料4000份，同时各县（市、区）也进行了相应的
宣传活动。

6、推动乡镇生猪定点屠宰工作。目前，我省乡镇生猪定点屠
宰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但这
项工作直接影响百日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的纵深发展。各级商
务主管部门充分利用去年专项整治的成果，认真总结经验，
开展专项整治“回头看”活动，大力推动乡镇生猪定点屠宰
工作。常德市在确保县以上城市生猪定点屠宰率达到100%的
同时，乡镇生猪进点屠宰率也达到98%。

食品药品专项整治工作总结篇五

根据文件精神，结合本镇实际，制定印发了开展春季学校及
学校周边餐饮环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成立了专项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确保此次活动高效有序开展。

xxxx镇现有学校1所（含幼儿园），学校有1所食堂，学校周
边有小餐饮店4户。

一是认真开展对学校食堂的检查。现场检查了学生食堂食品
原料的采购索证和进货台帐、食品加工场所的卫生条件、食
品加工用具和餐饮具的清洗消毒、卫生设施和设备的检修和
运转、食品留样等情况。重点对中小学营养餐计划中的蛋奶
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在查验过程中，没有发现过期的蛋奶及
肉制品。

二是检查各小餐饮店“餐饮服务许可证”、食品从业人
员“健康证”持有情况，对证件过期、到期的，督促其到相
关部门进行更换，完善经营的合法性。对小餐店食品加工环



节卫生、从业人员个人卫生进行检查，要求严格按照原料、
半成品、成品加工程序进行加工操作，防止生熟交叉污染，
并完善餐饮用具消毒、保洁设施，必须建立购销台帐，完善
索证索票，验收、登记制度，做好经营场所的卫生。

经过严格检查，发现学校周边餐饮摊点存在没有办理许可证
的情况，台帐建立也不完善，部分消毒柜没有投入使用，三
防设施不到位、卫生条件差、学生食堂留样密封简陋等问题。
对检查出来的问题要求学校全面落实食品卫生安全校长负责
制，严格明确食品卫生管理员工作职责，一级抓一级，层层
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同时，要加强学校食堂从业人员进行相
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卫生知识培训，强化其法律意识、掌握预
防食物中毒的相关知识，提高卫生知识水平。使每个从业人
员都能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加工操作，保证食品的清
洁卫生，从源头上消除食品卫生安全隐患。并引导学校建立
健全了食物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和学校
食品卫生责任追究制度，提高学校领导和食堂管理人员的责
任意识、安全意识和防范意识。

（一）继续加大对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做到人人知晓食品
安全整治行动，人人参与食品安全整治行动，充分发挥群众
监督食品安全的作用。

（二）要求和监督学校继续严把食堂原材料安全关，重点做
好原材料农产品的生产、及国家禁止的不合格原料进入校园
餐桌，认真做好各项食品安全留样记录。

（三）计划20xx年6月，对xxxx中心小学校长、食堂从业人员、
食杂店从业人员、学生进行卫生法律及卫生安全知识培训。
通过培训，提高学校师生、食堂负责人及从业人员的食品卫
生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为确保学校食品安全打下坚实的基
础。



食品药品专项整治工作总结篇六

为切实加强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保障在校师生的餐
饮卫生安全，根据县教育局《通知》要求，在全镇开展学校
（含托幼机构）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特制定此方案。

坚持统筹规划、科学安排、突出重点、综合治理的原则，通
过深化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整治，巩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整顿
工作成果，进一步增强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意识，落实食品安
全管理责任，防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促使学校食堂规范化
管理，维护广大在校师生的餐饮卫生安全。

（一）严查学校食堂是否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制。认真核查学
校是否将食堂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学校日常管理中，对食堂是
否有管理方面的规定和要求。

（二）严查是否具有《餐饮服务许可证》。对设施设备不具
备、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配置不到
位、不具备相应条件的学校食堂，责令其及时办理。

（三）严查环境卫生是否整洁。认真核查学校食堂环境是否
定期清洁和保持良好；是否具有消除老鼠、蟑螂、苍蝇和其
他有害昆虫及孳生条件的防护措施；是否具有足够的通风和
排烟装置。

（四）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是否有效。认真核查是否具有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和措施；从业人员是否具有健康合格
证明；健康证明是否在有效期；是否建立从业人员健康档案。

（五）严查索证索票制度是否落实。认真核查学校食堂采购
食品及原料、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是否验收，是否具
有进货台账，库存食品是否在保质期内，原料贮存是否符合
管理要求。重点检查食品及原料、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
品是否存在国家禁止使用或来源不明的情况，严查食用油脂、



散装食品、食用盐的进货渠道和索证索票情况。

（六）严查清洗消毒是否到位。认真核查学校食堂是否配备
有效消毒设施；消毒池是否与其他水池混用，消毒人员是否
掌握基本知识；餐饮具消毒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七）严查加工管理制度是否落实。认真核查原料清洗是否
彻底，粗加工是否达到要求，是否生熟分开，是否存在交叉
污染；四季豆、豆浆等是否烧熟煮透，是否存在违规制售冷
荤凉菜；凉菜间是否具有空气消毒和专用冷藏设施，操作人
员是否佩戴口罩。严查是否按规定留样，是否具有留样设备，
留样设备是否正常运转。

本次专项整治从20xx年9月至10月，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一）自查阶段（9月15日前）

制度、清洗消毒等七个方面进行自查，深入查找存在的突出
问题和薄弱环节，并认真进行整改。

（二）整改阶段（9月30日前）

政务处对学校教师灶、学生灶和两所幼儿园进行检查和指导，
监督整改突出问题，落实整改措施。

（三）检查阶段（10月30日前）

对各学校教师灶、学生灶幼儿园食堂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
复查，对整治工作进展进行评估，注重实效。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学校和幼儿园，把集中整治与
日常监管、食堂自律与强化监管、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有机
结合，将宣传教育贯穿始终，完善制度贯穿始终，落实责任
贯穿始终，检查指导贯穿始终，确保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整治



扎实推进。要结合校园安全综合治理要求，积极推动学校和
幼儿园加大对食堂食品安全工作的投入，提升各项软硬件水
平，坚持标本兼治、着力治本，确保整治取得实效。

（二）深入开展教育培训。组织学习《食品安全法》及其实
施条例、《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不断提高
食品安全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督促学校切实承担餐饮服务
第一责任人责任，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确保各项工作不
留盲点、不留死角。

全意识，及时堵塞管理漏洞，实现学校食堂的规范化管理。

20xx

北皋中心校年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