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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市食品销售安全监管工作要点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严格落实

“四个最严”要求，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深化

重点问题专项整治，不断推进食品销售安全监管各项工作落实

落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一、推动落实“两个责任”

1.压实“两个责任 ”。督促食品经营主体落实市场监管

总局《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令第 60 号）和《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关于食品经营企业

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管理员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建立

完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确保食品安全“两

个责任”压实压紧，形成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食品安全责任

落实机制。

2.落实食品销售安全自查制度。建立辖区总代理、总经销

批发配送、大型食品超市和食品连锁总部基本信息台账，配备

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管理员，对照主体责任清单，全面开

展食品安全自查，定期检查评价食品安全状况，严格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

3.开展大型食品连锁销售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检查。首

批选取 10 家大型食品超市（沙坡头区 5家，中宁县 4家，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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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1家），对许可及备案、场所及布局、设施设备、食品安全

管理制度、人员管理等项目开展全覆盖体系检查。针对体系检

查出的突出隐患、关键品种、易发问题等，加大检查频次和检

查力度，全面提升和规范大型食品连锁销售企业经营行为，进

一步推动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4.持续开展“放心食品超市自我承诺”活动。结合辖区实

际，深入推动落实“放心食品超市自我承诺”活动。鼓励信誉

良好、管理规范、近年来未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或未受到行政处

罚的食品超市开展“放心食品超市自我承诺”。

5.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计划。结合食品销售

风险分级确定的检查频次开展监督检查，对新获证（备案）、

抽检不合格等食品销售经营者加大检查批次和跟踪力度，督促

食品销售者认真履行法定义务。

二、深化专项行动整治工作

6.巩固深化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整治行动工作成果。持续推

进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治理，严厉打击制售“三无”食品、假劣

食品、过期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实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常态

化，切实提升农村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7.巩固深化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成果。推动校园及周边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任务落实，开展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严厉打击无底线营销食品违法行为，紧盯辣条、油炸面制品、

膨化食品、果脯、糖果、果味饮料等高脂高糖高盐食品，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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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毛食品”“一元食品”等价格低廉食品开展专项整治，

8.开展特殊食品专项整治。以社区、城乡结合部、农村集

市、旅游景区等为重点区域，以宾馆酒店、会所、活动中心等

为重点场所，以批发企业、商超、药店、母婴用品店、医院周

边等为重点对象，强化保健食品、婴配乳粉、特医食品监管。

严格落实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严厉查处虚假宣传和欺诈

营销、误导消费等违法行为。督促经营者设置专区专柜，并在

显著位置张贴“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等警示用语。

9.深入推进农批市场食品安全规范治理。督促农批市场开

办者对进入市场的食用农产品及其销售者加强入场查验，入场

销售者对采购、经营的食用农产品加强进货查验。推广落实食

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持续开展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专项行动。

10.开展重点品种专项整治。继续加强散装食品、食盐、

乳制品、食用植物油、儿童食品、冷冻肉品、蔬菜水果等重点

品类监督检查。加强源头治理，将监管重点聚焦于食品批发、

贮存、配送等源头。加强重大节假日期间等重点时段食品销售

安全隐患排查，推动食品销售企业严格落实临近保质期食品销

售要求。

11.开展粮食及其制品质量安全检查。重点检查米、面、

油等消费量大的粮食及其制品销售经营行为，督促经营者严格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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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过期变质、假冒伪劣、掺杂使假、“三无”等违法违规行

为。强化粮食安全教育，制止餐饮浪费，持续开展“光盘行动”。

三、推进食品销售监管制度落实

12.深入推进食品销售安全风险分级管理。持续开展食品

销售风险分级分类评定工作，提升监管靶向性和精准度，按照

风险级别实施风险分级动态管理，对高风险食品经营单位实施

重点监管。建立实时准确的食品销售主体数据库，加大“僵尸

户”清理力度，11 月 1 日前，全面完成清理工作，维护食品经

营主体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13.落实冷藏冷冻食品贮存备案制度。根据《食品安全法

实施条例》和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冷藏冷冻食品质量安全

管理的公告》（2020 年第 10 号）精神，指导督促从事温度、

湿度等有特殊要求食品贮存服务的非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备

案。组织开展监督检查，督促冷藏冷冻食品经营者严格履行主

体责任，落实进货查验和记录制度，保障冷藏冷冻食品安全。

加快推进预包装食品销售备案系统和第三方冷库备案系统的信

息化建设，2023 年 6 月底前，实现自治区级备案系统与总局备

案系统数据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

四、提升食品销售监管信息化水平

14.全面推进食品销售进销货电子台账信息化追溯管理工

作。按照《宁夏食品经营环节信息追溯管理品种目录》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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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26 个品种，对大型批发（配送）企业，以及连锁超市、食

品总经销总代理，食品经营面积在 500㎡以上的食品超市开展

食品销售“电子台账”追溯管理系统应用工作，且必须做到输

入型食品全覆盖。

15.推动运用“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监管信息系

统”。积极引导全市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运用食品安全监管信

息系统实施信息化追溯管理，督促农批市场开办方对入场销售

者的主体信息、食用农产品进货和交易信息等实施电子信息归

集管理，定期报送农批市场食品安全监管信息数据，进一步提

升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五、强化风险研判和舆情处置

16.结合食品销售安全监管实际，及时开展形势分析和风

险研判，针对存在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

措施。

17.积极稳妥开展食品销售领域舆情及突发事件核查处置

工作，落实好舆情“两函一核”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对属地市

场监管部门的督促指导以及沟通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