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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知识 ,特别是餐饮食品安全和预防食物中毒工作重点 ,我部确定了今年的宣传周主题、宣传重点和具体

活动安排。

二、宣传周主题

关注餐饮卫生 ,预防食物中毒

三、宣传策略

围绕宣传周主题 ,开展形式多样的现场宣传和媒体宣传活动 ,重点介绍食品卫生工作 ,特别是近期开展

的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及取得的成绩。

四、宣传活动安排

(一)检查北京北小河路餐饮量化 A 级一条街。

为做好奥运场馆周边餐饮单位食品安全工作 ,北京市卫生部门经过积极努力 ,打造了北小河路餐饮量

化 A 级一条街。宣传周期间 ,我部将邀请相关部门领导检查这一餐饮量化 A 级示范街。通过监督检查工

作 ,推广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 ,宣传卫生部门在保障餐饮食品安全方面所做工作以及餐饮量化

分级管理取得的成绩。

(二)召开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新闻发布会。

根据餐饮食品卫生工作需要 ,我部正在组织编写中国餐饮消费安全状况宣传资料并召开餐饮消费安全

专项整治新闻发布会 ,通报餐饮业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实施情况、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成绩以及重大案件查处情况。

(三)充分利用媒体开展食品卫生知识宣传。

我部将与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作开展食品卫生知识专题宣传活动 ,重点介绍食品安全五

大要点、食品安全知识和预防食物中毒措施等内容 ,提高全民食品卫生意识 ,增强全民食品消费信心。

(四)制作食品安全宣传图。

我部将组织设计餐饮业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食品安全和食物中毒宣传挂图 ,并将电子版下发

给各地 ,以便各地及时印刷张贴。

卫生部关于做好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验收工作的紧急通知

卫发电[2007 ] 8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有关单位 :

根据《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 ,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将在 2007

年 12 月底前组织对全国专项整治工作进行督查验收。为做好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总结验收工作 ,在今年

年底前实现国务院确定的“彻底解决县城以上城市的餐饮经营单位无证照经营的问题 ;食堂和县城以上城

市的餐饮经营单位 100 %建立原料进货索证制度 ;杜绝使用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畜、禽等及其制品行为 ,杜

绝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加工食品的行为”的整治目标 ,现将有关要求紧急通知如下 :

一、要严格按照国务院确定的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目标 ,以食堂和县城以上城市的餐饮单位为

重点 ,彻底解决其无证照经营的问题 ,全面落实其 100 %建立原料进货索证制度的要求。要针对前一阶段发

现的薄弱环节 ,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再检查、再指导、再规范 ,集中力量 ,加大力度 ,切实加强督查、通报、责

任追究等 ,确保上述目标按期实现。

二、要认真做好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的自查自验工作。在国务院组织验收 (12 月中旬) 以前 ,各地要

完成本地区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的自查自验工作 ,我部不再另行组织对全国进行现场验收 ,但将继续组

织督促检查。自查自验的主要内容是 :整治任务完成情况、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长效机制建立和实施情

况、组织领导和责任制落实情况。验收方法可采取听取汇报、现场检查、查看资料、组织座谈、随机抽样等形

式 ,注意充分体现量化指标完成情况 ,量化的项目不增不减。

三、要做好专项整治信息报送工作 ,各地要按照附件中新的报表报送数据 ,并按照指标说明统一验收标

准 ,规范数据统计报送 ,做到底数清楚、成果量化、有据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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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根据国务院关于验收工作的要求认真细致地做好专项整治总结工作。既要充分肯定工作成绩 ,

也要认真分析研究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 ,并注意挖掘典型做法和经验 ,积极探索建立餐饮消费安全长效

监督管理工作机制。各省 (区、市)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总结 (报送数据的格式见附件 1 ,总结报告

提纲见附件 2)要在 12 月 20 日前报送到我部。

附件 11 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总结阶段报表 (略)

附件 21 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总结提纲

卫生部

二 ○○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总结提纲
(供参考)

　　一、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目标完成情况

(一)国务院部署的“彻底解决县城以上城市的餐饮经营单位无证照经营的问题 ;食堂和县城以上城市

的餐饮经营单位 100 %建立原料进货索证制度 ;杜绝使用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畜、禽等及其制品行为 ,杜绝

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加工食品的行为”的整治目标完成情况。

(二)卫生部部署的县城以上城市餐饮经营单位 3 个 100 %、1 个 95 %的完成情况 ;农村地区餐饮单位 1

个 100 %及规范行为任务的完成情况。

二、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

(一)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和责任落实情况。

11省卫生厅专项整治机构、组织工作情况 (工作组织机构、召开会议、部门协调配合、下发专项整治文

件、新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宣传动员工作、督促检查等方面的情况) ;

21 基层工作措施与责任落实情况 (无证经营整治是否全面 ,监督覆盖率、针对责任相对人开展专项整治

工作培训宣传、开展业务指导等情况 ,违法案件的处理及大案要案查处数量) ;

31 数据信息报告工作 (基层信息报告及数量 ,上报信息报告及数量) 。

(二)重点整治工作采取的措施和工作开展情况。

11 餐饮单位无证经营行为的整治和推广量化分级管理工作情况 ;

21 餐饮单位食品原料采购索证和验收制度的建立、实施和推广情况 ,查处采购和使用病死或者死因不

明的禽畜等及其制品、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的情况 ;

31 针对重点地区 (农村) 、重点单位 (中小餐饮单位) 、重点人群 (学校)开展工作的情况 ;

41 食物中毒事件、食源性疾病防控措施和 2007 年 9 月份以来发病情况及其与去年同期的比较的情况。

三、长效机制建设和实施情况

(一)监督执法和执法网络建设情况。

11 卫生监督机构能力建设 ;

21 基层监督网络建设和工作开展情况 ;

31 政策制度的建设。

(二)工作亮点和取得的经验。

11 工作亮点 ;

21 本地区好的经验和做法 ;

31 整治工作中的先进个人和先进事迹。

(三)专项整治工作宣传培训和取得的社会效果。

1. 群众对餐饮专项整治工作的满意度和认可度 ;

2. 餐饮经营者的认识和自身管理水平提高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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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诉举报数量是否下降及其处理情况。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五、下一步工作安排和建议

坚持为民利民 ,确保实现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目标
———在全国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现场会上的讲话

卫生部副部长 　陈啸宏

(2007 年 10 月 17 日)

　　在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期间 ,我们在湖北武汉召开全国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现场会。我们要以

十七大精神为统领 ,用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让人民共享的思想为指导 ,深入扎实地开展

整治工作。

我们这次专项整治工作现场会 ,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会议精神 ,进一步深入学习国务院领导同志有关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指示精神 ,分析形势 ,交流经

验 ,部署下一阶段专项整治工作 ,促进各项整治工作落实到位。

一、进一步明确专项整治工作的任务和工作要求

今年 8 月 21 日国务院召开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部署开展了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决定于 8 月下旬至 12 月底 ,在全国范围开展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发布了

《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方案中确定由卫生部门牵头餐饮消费安全整治任务 ,并提

出年底前全国“彻底解决县城以上城市的餐饮经营单位无证照经营问题 ;食堂和县城以上城市的餐饮单位

100 %建立原料进货索证制度 ;杜绝使用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畜禽及其制品的行为 ,杜绝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加

工食品行为”的工作目标。根据国务院要求 ,卫生部对任务进行分解 ,确立了具体的目标 ,同时 ,提出了“两

个整治、两个推进”的部署 ,即 :整治无证经营 ,推进量化制度 ;整治非法原料 ,推进索证制度。

这些任务和指标是卫生部门执政为民、关注民生的重要体现 ,必须在年底以前完成 ,尤其是“食堂和县城以

上城市的餐饮单位 100 %建立原料进货索证制度这一指标”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卫生部高度重视全国餐饮

消费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陈竺部长批示 :我部各部门均应树立全局观念 ,大力支持 ,一定要履行我在领导小组内

的职责 ,尤其做好我部牵头的餐饮卫生工作 ,按吴仪同志要求 ,打一场食品安全专项行动的漂亮仗。

二、要在已开展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查找存在的不足

(一)今年全国食品卫生监管工作进展顺利 ,为餐饮专项整治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今年 2 月 ,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加强食品药品整治和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后 ,卫生部根据国务院食品安

全专项整治方案要求 ,制定了《2007 年全国公共卫生重点监督计划》,将餐饮业原料、农村食品和保健食品的

专项整治作为今年整治工作的重点 ,强调把农村作为重点地区 ,把学校食堂作为重点环节 ,切实加强餐饮卫

生监管 ,保护消费者餐饮食品安全。各地普遍加大了在食品生产、流通和餐饮业大力推进食品卫生监督量

化分级管理力度 ,规范了卫生许可和监督工作。年初部署的重点工作与这次专项整治的工作目标基本上是

一致的 ,这为做好全国餐饮消费安全的专项整治工作打下良好基础。上半年 ,卫生部还下发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餐饮卫生监督工作的通知》,强化餐饮经营单位是餐饮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意识 ,加强学校食品

卫生工作 ,有效预防食物中毒和肠道传染病发生。尤其是 10 月份以来 ,在各地卫生行政部门的努力下 ,成功

保障了女足世界杯赛、上海特奥会的卫生保障工作 ,以及十一黄金周的食品卫生保障行动 ,为全国人民过一

个愉快的十一长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卫生部积极认真落实国务院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和措施。

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 ,卫生部全力加强对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规划和督导检查等工作 ,全力

做好卫生部门承担的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任务。

一是进一步加强对全国专项整治工作的领导与协调。卫生部成立了由部内有关司局为成员的协调小

组 ,负责对全国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协调、评估和指导。在监督局设立全国餐饮消费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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