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村食品安全工作计划 食品安全工作
计划(大全5篇)

时间就如同白驹过隙般的流逝，我们又将迎来新的喜悦、新
的收获，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计划吧。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清晰的方向，帮助我们更好地组织和管理时间、资源和任
务。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计划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
以喜欢。

村食品安全工作计划篇一

围绕落实制度，主要从人员培训、宣传教育、检查反馈等方
面着手，针对往年出现的问题，带领食品安全工作小组，加
强整改，抓好__年校园食品安全工作。

（一）与区红会联合组织一期食堂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加
强责任心，了解食品安全工作的一般常识，熟悉食堂操作流
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熟练操作食堂内的相关器具。

（二）指导学校落实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1、抓好校园食品安全课程的数量、质量落实情况，按要求食
品安全教育列入中小学教学课程，每学期20学时，每周1课时。

2、指导学校利用健康教育课、专题讲座和墙报、橱窗、黑板
报、宣传标语、宣传画等宣传阵地，在校园中广泛开展食品
健康和安全知识宣传。

3、要求学校组织师生代表对学校食堂进行检查，对周边小店
进行摸排，对购买校外不洁食品、摊贩食品的学生进行劝导
和管理。

（三）建立检查反馈机制



1、建立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检查制度。带领食品安全工作
小组对全区中小学食堂和饮用水进行检查，特别是检查中问
题较多的学校，将是下步抽查和整改的重点。

2、在检查的基础上组织一次现场会，选取硬件设施较为完善，
安全管理规范的食堂作为现场会地点，召集食堂管理人员参
加，明确标准，提升管理质量。

3、建立饮用水器具、储水场地消毒制度。一是加强对饮水器
具消毒、储水场地消毒过程的监管，饮水器具要定期消毒，
由专业人员，在专门的场所进行，做到程序规范并有记录。
二是及时索取每批桶装水产品检验合格证明，并对到校时间
进行登记，对开启超过5天和到校超过15天的桶装水要作倾倒
处理。

二、学前教育科

针对学前教育办学性质复杂多样，管理难度大的特点，坚
持“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从宣传培训、常规落实、督查
指导等方面着手，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确保食品安全工作
常抓不懈。

（一）重宣传培训

1、幼儿园层面：组织学习，提高幼儿园领导、保教人员及后
勤管理人员的卫生安全意识；开展一次区层面的知识竞赛及
相关技能比武活动；与区妇幼院联合开展日常业务培训、法
制宣传、警示教育等多种形式的食品安全主题活动，提升幼
儿园食品安全意识，提高食品安全工作水平。

2、家长幼儿层面：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教育系活动，指导和培
养幼儿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和卫生习惯。利用电子屏、校园
网、班级博客、主题墙、宣传展板、家园联系栏、开家长会
及印发食品安全宣教资料等，向家长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的科普知识和正确的饮食观念和食品安全观念。

（二）重常规落实

1、严格落实以园长为第一责任人的食品安全责任制和责任追
究制，完善食物中毒应急处置预案。

2、落实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和健康管理，加强对从业人员食品
安全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3、切实加强传染病的防控工作。继续严格执行每日晨检及日
报、病因追查与登记制度，认真做好因病缺勤记录、疑似传
染病排查、疾病监测、消毒隔离和传染病学生追踪等工作。

4、加强饮食卫生管理。切实做好饮用水卫生安全工作，定期
做好饮水机卫生消毒。每学期开学前规范做好各种幼儿用品、
玩具、室内外环境等的全面消毒工作，食具、毛巾做到每天
消毒，并有记录。

（三）重督查指导

2月19—21日学前科、学前督导中心和民管办联合对21所部门
街道办、民办幼儿园进行了开学工作检查，对于食堂管理、
饮食卫生方面发现的重点问题进行了及时反馈，并督促整改。
下步将采取定期与随机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加强过程控制，
并将检查及整改结果纳入民办幼儿园年度考核内容。

（四）重齐抓共管

__年将进一步加强与卫生部门的日常合作与联系，定期安排
保育员、卫生保健及后勤人员参加妇幼院组织的业务培训，
开展食品、饮水安全联合检查；强化局内部各相关部门在监
管工作中的协调、衔接与配合，形成合力，确保食品安全工
作常抓不懈。



三、安全管理办公室

（一）抓好学校食堂烟道的清理工作

定期对烟道进行清理，一是保证烟道污垢不进入食品，引起
食品污染，二是保证不出其他安全问题。

（二）抓好熟食配送过程的防范工作

课间餐、个别学校的中餐，都是由食品公司配送，配送途中
的食品安全不容忽视，须要求食品公司使用全封闭的车辆送
货，对车厢要定期消毒。

（三）抓好校园周边小店的排查管理工作

引导校园周边小店从正规场所进货，定期对小店的食品进行
摸排，发现问题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

四、后勤管理服务中心

围绕规范后勤保障体系，从设备改造、招标配送、监督管理
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工作。

（一）启动校园食堂煤气管道改造

完成全区校园管道煤气改造，促进校园食堂设备安全。

（二）完善食堂大宗食品同意招标配送工作

从源头上层层把关，杜绝物资采购的随意性，确保配送率达
到100%，20__年5月开始此项工作，按潜在投标人报名、对投
标人经营能力考察、领取招标文件、召开招标会的顺序进行。

（三）加大监管力度



1、加强对食堂大宗食品供应商的管理，每双月召开一次供应
商一把手参加的食品安全预警会，通报校园食堂配送存在的
问题和注意事项。

2、加强农药、重金属残留检测抽查工作，定期对食品进行抽
样检测，纳入供货商的考核。

3、加强对食堂管理人员的管理，举办一期食堂管理人员培训。

4、做好上级相关部门需要的数据的汇总上报。

五、基财科

1、参加食品安全领导小组会议，做好相关配合工作。

2、做好学校食堂投入的预算工作。

村食品安全工作计划篇二

为进一步推进我县省级食品安全城市创建工作，加强食品安
全监管，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隐患，有效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根据《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局实际，制定
本计划。

20xx年全县食品生产环节计划抽检720批次，其中一季度128
批次，二季度266批次、三季度266批次、四季度60批次。

主要是酒类、粮食加工品、速冻食品、肉制品、炒货食品及
坚果食品、罐头、调味品、饼干、方便食品、茶叶及相关制
品、糖果制品、蛋制品、糕点、淀粉及淀粉制品、饮料、速
冻饮品等16个大类，26个小类。具体品种和计划批次详见附
件1。



此次全县食品生产环节的抽检工作，由我局委托县产品质量
检验所自行安排抽样检验。

村食品安全工作计划篇三

为做好x季度xx镇村官食品安全服务队工作，充分发挥食品安
全信息员作用，特制订工作计划如下:

1、充分利用村官的专业知识优势，定期组织学习，掌握食品
安全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
质。

2、积极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奥运环保安全知识的宣传普及活
动，并做好活动记录。每季度进行一次专场食品安全知识宣
传活动，活动形式以举办宣讲会、发放宣传材料为主。

3、开展“食品知识进农家”活动，建立各村食品安全公示栏，
及时更新食品安全有关信息，提高我镇村民的食品安全意识。

4、对本村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做到底数清，建立健全食品安
全台账，将各村台账电子化、信息化、联网化，为县、镇、
村三级联网做出贡献!。

5、充分利用食品安全信息网络平台，以大城子镇食品安全服
务队名义在信息网上发布食品安全知识。

6、发挥服务队食品安全监督作用，对本村食品经营户经营行
为进行监督，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并及时上报;遇到重大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及时上报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协助村民作好
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工作。

村食品安全工作计划篇四

20xx年是食品监管体制改革后的第一年。我镇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切入点，围
绕“生态产业镇，幸福新蚕乡”发展目标，切实推进食品安
全责任体系建设，完善食品监管机制，加大监管力度，加强
监管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全镇人民饮食安全保障水平。

(一)成立领导小组。按照食品安全属地化管理原则，镇政府
将食品安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
分管领导具体抓，部门各司其责”要求，镇政府成立以镇长
林文杰为组长，分管副镇长刘萍为副组长，食药卫计办、党
政办、财政所、推进办、农技综合站、群工办、派出所、卫
生院、学校负责人为成员的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
镇范围内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各村(社区)相应成立
村(社区)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做好本村(社区)范围
内的食品安全工作，确保不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二)加强队伍建设。按照《金堂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
改革完善金堂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金堂府发〔20xx〕4号)及《金堂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印发乡镇政府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规范和职责的通知》(金堂
食安办〔20xx〕55号)文件精神，及时组建新的食品药品和卫
计生管理办公室，建立完善镇村组(镇食品样品监管员、协管
员、信息员)三级监管网络，实现联动联防机制，形成办公室
人员包村、村干部包片、组长包组的食品安全工作责任网。
充分发挥村级食品药品安全监督信息员末梢神经作用，协助
镇食药所做好日常管理、隐患排查、信息报告、宣传引导等
工作，真正实现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监
管无盲区。

(三)落实工作责任。落实食品安全目标绩效考核制度，年初
镇政府与村(社区)、学校等签订目标责任书，细化分解工作
责任，并将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纳入村(社区)目标考核和村组
干部绩效考核重要内容，实行食品安全“一票否决”，实现
食品安全监管的全覆盖和无缝对接。相关职能部门要按照工



作职责，切实承担各自职责范围内的食品监管责任，不断创
新监管方式，消除监管盲区，全面治理食品安全突出问题。

(一)信息收集。要充分发挥村级食品安全信息员的积极性，
在上年度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摸清全镇范围内的餐馆、商
店、小卖部、流动厨师、个体医疗诊所、村卫生站等基本情
况，分门别类建立工作档案，做到心中有数，为下一步工作
提供依据。

(二)日常监管。一是严格群宴管理。实行农村群宴“双申
报”制度。凡5桌以上宴席，承办厨师应向厨师所在的村(社
区)食品安全信息员报告;宴席举办人应向村(居)民小组长报
告，组长向村食品安全协管员报告后由镇公卫所指派人员到
现场进行检查并登记。镇食药监办要加强流动厨师教育和培
训管理，群宴厨师要有《健康证》方可上岗。要及时掌握各
村流动厨师的相关信息，督促群宴厨师及时办验证，每季度
对流动厨师承办宴席等情况进行公示。每年对厨师办席情况
进行民意调查并公示调查结果。二是加强学校及工地等食堂
管理。加强对学校食堂、小卖部及工地的日常监控，确保学
校食堂、小卖部进货质量可靠和食品安全的工作相关制度的
落实。搞好学校周边环境的整治，加强日常巡查，整治流动
食品摊点。做好开学前后、节日前后、流行病多发季节等特
殊时期巡查工作，防止群体中毒事件的发生。三是日常巡查。
实行食品安全检查情况“月报制”。村(社区)每月开展食品
安全检查工作，镇食药监卫计办针对不同时期检查重点开展
巡查，将形成巡查工作台帐。

(三)宣传教育。采取座谈会议、悬挂宣传标语、设置宣传点、
发放宣传资料、广播、“食品安全宣传周”“食品安全知识
进课堂”“食品安全知识进村组”等形式加强食品安全法律
法规宣传，提高群众食品安全意识和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
采取以会代训等形式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人员法律法规、业务
技能、工作作风等方面的培训，进一步规范执法程序，提升
执法水平，形成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能。由镇食药监卫计



办负责开展村组干部集中培训和流动厨师集中培训工作，一
年不低于1次;村(社区)负责做好本(社区)范围内流动厨师、
小买部等教育培训工作，提高从业人员对食品安全的认识程
度，增强责任心。

(四)应急处置。在上年度工作的基础上，修定《食品安全应
急预案》和《食品安全应急演练方案》，加强对应急处置工
作的领导，建立健全、镇、村三级应急管理体系，完善食品
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适时开展应急演练。建立群众
投诉举报工作流程，处理好投诉举报，完善群众来访接待制
度，及时回应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各村(社区)负责本辖区内超市、商店的食品安全检查，同时
每月按时上报负责区域食品安全检查进度，及群宴信息，5桌
以上的群宴要报乡镇卫生所备案。对如实上报的村(社区)食
品药品协管员给予每月30元的工作经费，未上报或由此引起
重大事故的相应扣除工作经费。

水管站负责各种交易的水产品的食品安全。

畜管站负责交易的肉类(包括猪肉、羊肉、家禽类及其肉制品
和蛋类等)食品安全。

农技站负责市场内交易的粮油、水果、蔬菜类的食品安全。

公共卫生所负责乡镇所有餐馆的食品安全和村(社区)的农村
群宴的食品安全隐患排查;负责各小作坊糕点、豆腐制品的食
品安全;协助负责场镇各大超市商店的食品安全。

学校负责校内食堂、小买部的食品食品安全。

各村(社区)和各有关部门在认真履行法律法规授权和履行镇
政府食品安全工作职责分工中明确的职能职责情况开展督查。
镇政府将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和抽查，并将其



结果纳入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内容。

村食品安全工作计划篇五

在日常监管中严厉打击食品药品市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
厉查办食品药品违法案件，曝光典型案例，树立先进示范单
位，发动和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食品药品综合治理，推动
农村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建设，切实解决和消除食品
药品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着力规范食品药品市
场秩序，夯实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基础，提升食品药品安全保
障水平，达到食品药品安全零事故，真正维护好人民群众根
本利益。

1、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2、签订食品安全工作目标责任书。

3、定期对餐饮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

4、长期不懈抓好食品药品安全宣传（搞好食品药品安全周活
动）。

5、贯彻落实农村自办群体性宴席食品安全管理（提前申报、
现场检查）。

6、对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的固定与流动性商贩的登记、检查。

除法律规定外，对辖区内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不负责、应急处
置不力的村支部书记予以撤职，村委主任给予歇职，直至不
再担任该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