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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准促规范  建机制重长远 
郑州市局大力开展食品小作坊规范化整治 

 

近年来，郑州市局迎难而上、创新思路，提升小作坊食品安

全水平，助推其实现转型升级，在食品小作坊监管方面进行了有

益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调研产业现状，建立监管台账。郑州市局组织县乡两级

食品监管部门对辖区范围内所有小作坊开展拉网式摸底、登记，

建立监管台账。经调查，全市共有食品小作坊 1570 多家，产品

涉及豆制品、糕点、粮食加工品、方便食品、食用植物油、肉制

品、淀粉制品等 18 个类别 200 多个品种，产业分布不集中，监

管任务较重。食品小作坊普遍存在加工场地面积较小(200 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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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占 80%以上)、生产设备简陋、加工环境卫生脏乱差、从业

人员食品安全意识观念落后、原料采购不查验、添加剂使用控制

不严、质量管控不严等问题。 

二是订立技术规范，夯实质量基础。针对食品小作坊存在的

问题，郑州市局组织专家开展食品小作坊生产技术条件专项课题

研究，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先后组织制订了多种《食

品小作坊技术规范》。同时组织监管人员根据小作坊管理的实际

需求，制定食品安全管理、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七项必备制度，

并分别设计了相应的记录模板，发放给小作坊参照使用，为小作

坊规范化、标准化改造升级提供帮助。 

三是树立行业样板，提升行业形象。全市各级监管部门均成

立了食品小作坊规范化建设领导小组，指导协调解决食品小作坊

规范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组织全市食品生产监管人员开展食品

小作坊登记及监管知识培训，逐条讲解各类食品小作坊技术规

范，重点讲解食品小作坊的选址环境、厂房布局、工艺规划、设

备设施和管理制度等要求，为食品小作坊规范化建设和日常监管

做好人才支撑。在各县区分别选择在有代表性的几个行业各选择

一家小作坊，集中力量打造样板。组织全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分批次参观学习。截至今年 5月底，全市已改造建成达标食品小

作坊 240 家，每个县区都分别建成了可借鉴、可复制的食品小作

坊示范单位，通过示范效应，树立了食品小作坊的新形象，食品

安全管控水平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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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实施“五化”管理，提升管理水平。工艺流程标准化：

改造完成的小作坊都达到了工艺布局和生产条件的标准化要求

（厂房场所清洁、工艺布局顺畅、是卫生防控有效、生产车间封

闭），确保生产过程始终处于可控制状态。落实责任主动化：建

立了小作坊自查制度，监管部门将其纳入日常监督检查计划，日

常检查问题整改情况全部录入动态监管系统，链接到证书二维

码，督促业主自觉落实责任，加大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生产

技术和伦理道德等方面培训。管理制度规范化：小作坊食品安全

管理、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卫生管理、从业人员健康管理、

包装贮运销售制度“六上墙”。“两书”（生产加工告知书、质

量安全承诺书）“三证”（营业执照、登记证、从业人员健康证）

和食品添加剂使用、日常监督检查、自查整改 “八公示”。生

产条件透明化：通过证书上嵌入的二维码，可查询小作坊资质、

厂区环境、生产条件、设备设施、生产工艺、监督检查、产品抽

检等信息，实现了生产“透明化”。管理方式科学化：规范生产

现场，建立了可追溯体系。推行了记录有小作坊资质、产品、客

户信息的生产销售凭证“一票通”制度，形成市场“倒逼”机制，

有效规范小作坊的生产经营活动，压缩了无证“黑作坊”市场空

间，使合法规范小作坊的产品销量和利润增长显著增加。 

五是立足长远发展，建立长效机制。郑州市局建立健全小作

坊登记制度、“一票通”制度，要求所有取得“登记证”的小作

坊，统一使用全市统一格式的销售凭证，要求采购小作坊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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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必须查验生产者的登记证，索取并保存“一票通”票据，

切实做到小作坊食品安全自查有章可循，小作坊监管有据可依。

同时建立了监督检查和抽检机制，市局定期督导检查，考核通报，

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通过开展专项整治，会同相关职能

部门依法予以取缔，彻底消除食品安全隐患，截至目前，全市已

依法取缔食品小作坊 60多家。（郑州市局） 

 

疏堵结合  真抓实干 
驻马店市局切实加强牛羊肉监管 

 

销售未经检疫牛羊肉是国家食品安全法明令禁止的行为，但

由于种种原因在基层又长期客观存在。面对这一难题，驻马店市

局不回避、不退缩，迎难而上，疏堵结合，真抓实干，持续开展

牛羊肉专项整治，坚决禁止没有检疫证明的牛羊肉入市销售。 

一是调研摸底。在开展牛羊肉专项整治之前，驻马店市局组

织各县区局对全市的牛羊肉经营户及其进货渠道进行了全面排

查，建立了详细的监管台账。该局通过排查、调研发现，全市各

县区的羊肉主要来自中心城区，中心城区羊肉以外调为主，产地

主要来自山东、河北等地；尽管中心城区羊肉经营户过百，但批

发商仅 11 户，批发商作为源头，其购进羊肉时按规定索要检疫

证明是解决问题的重点。全市经畜牧部门审批的规范化宰牛场有

3 座，伊赛、科尔沁等国内牛羊肉厂家在驻马店均有代理商，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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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合法的检疫证明。在走访调研中，各牛羊肉代理商表示，

取缔无检疫证明的牛羊肉入市销售后，将加大牛羊肉供应量，保

证市场上的牛羊肉不会断供，不影响全市人民的正常生活需求。 

二是约谈在先。驻马店市局先后集中约谈了中心城区的牛羊

肉批发商、零售户和市场开办者，向他们讲解国家食品安全法、

动物防疫法关于牛羊肉检疫的相关规定，并与他们逐一签订食品

安全责任告知书，明确其在牛羊肉经营上应承担的责任及违法后

果。要求批发商在从外地购进羊肉时，必须索要检疫证明原件，

1—3 只羊 1 张检疫证明，采取“证随肉走”办法。如果整车羊

肉只有 1 张检疫证明，则必须到当地畜牧部门进行“分检”，分

别出具检疫证明。要求牛羊肉零售户在进货时，必须向批发商索

要检疫证明，不得购进无检疫证明的牛羊肉。要求市场开办者必

须严把牛羊肉入市关，不得允许没有检疫证明的牛羊肉入市销

售。同时，驻马店市局在所有农贸市场的肉品经营区均设置了醒

目的警示牌——“销售未经检疫的肉品处 10 万元以上罚款”，

提醒广大肉品经营者依法经营，营造出严管重罚的氛围。 

三是广泛动员。驻马店市局设定了禁止没有检疫证明的牛羊

肉入市的最后期限，给广大经营户留出了寻找新的进货渠道、完

善检疫手续的时间，减轻了商户的抵触压力。在设定的最后期限

前，驻马店市各级食药监部门积极帮助广大牛羊肉经营户解决难

题。对于自宰户，正阳县协调畜牧部门设立了临时检疫点，中心

城区、西平等县的牛羊肉批发商自已投资建设屠宰场，畜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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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出具检疫证明。驻马店市局多次到店批发商户指导“1 羊

1 证”具体办理方法。 

四是从严执法。经过前期的充分调研、教育与督促，设定的

最后期限到来后，驻马店市各级食药监部门统一行动，动真碰硬，

严厉打击销售未经检疫牛羊肉的违法行为，回汉民经营户一样对

待，法律面前概不例外。驻马店市局率先查处中心城区一经营没

有检疫证明羊肉的商户，罚款 11 万元并落实到位；驿城区局跟

进，将一经营没有检疫证明牛肉的商户移交公安处理，汝南县局

拘留了 3 名经营没有检疫证明肉品的商户。上述案件的查处情况

在新闻媒体公开曝光后，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取得了“查处

一案、教育一批、规范一行”的成效。 

五是防止反弹。为切实巩固牛羊肉市场专项整治成果，防止

牛羊肉市场反弹，驻马店市各级食药监部门始终将牛羊肉监管作

为一项重点工作，始终保持对牛羊肉监管的高压态势，经常对牛

羊肉市场进行突击检查，实现了常态化监管。至目前，驻马店市

各县区农贸市场的牛羊肉经营户全部在摊位醒目位置公示了肉

品检疫证明，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切实提升了全市牛羊肉

的安全水平。（驻马店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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