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食品安全示范乡镇创建 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工作报告(优秀5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报
告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大家
一起来看看吧。

食品安全示范乡镇创建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报告
篇一

根据公安部消防局和省消防总队重大危险源调查和评估工作
会议精神，通过专家组对重大危险源单体和区域火灾风险评
估论证，形成书面评估报告，帮助认清重大危险源危害现状，
为政府完善城镇消防规划和加强消防基础建设出谋划策、提
供依据，同时也进一步提高公安消防部队为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的能力，更好地服务“两个率先”建设、服务“平安”消
防安全环境创建。

二、评估论证工作时间

从4月10日开始至4月15日结束。

专家评估论证时间为4月11日至14日。

三、评估论证内容和方法

(一)4月11日重大危险源评估专家对消防大队确定的重大危险
源单体进行抽检，抽检量不小于重大危险源单体总量10%，验
证其单体评估的准确性。

(二)抽调相关专业人员组成抽查评估小组。



其中，城市消防供水调查评估小组由市消防大队副大队长方
宗兵、市自来水公司经理、建筑设计院副院长组成;民用和工
业建筑调查评估小组由市规划处陈小华副主任、建筑设计院
蒋柏荣院长、市消防大队助工组成;化学危险品调查评估小组
由市安监局化工科克俭科长、燃气办高工、消防大队助工组
成。

3个小组对本市消防供水状况，高层、地下建筑和商场、市场、
工业建筑等人员密集场所，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运输单
位的安全情况进行抽查评估。

重大危险源评估论证工作由市消防大队负责协调，专家组具
体负责全市危险源单体和区域风险评估论证工作。

(三)4月15日由市消防大队会同专家小组提出重大危险源区域
火灾风险评估论证报告，报送市政府和支队司令部。

四、工作分工和要求

(一)市消防大队具体负责做好专家评估论证前的重大危险源
单体复核比对工作，确保数据准确。

(二)市消防大队要认真统计全市以来的火灾及化学灾害事故
发生的数量、类别、危害程度及概率，为评估论证提供依据。

(三)市消防大队要认真开展重大危险源调查、数据录入、重
大危险单体评估和区域风险评估的工作情况，准备相关资料，
积极主动地向专家评估小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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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

全市共有学校幼儿园共计300所，有食堂的中小学校及幼儿园
食堂160所，其中中小学校68家（城区17家、乡镇51家，其中



私立学校6家），幼儿园92家（城区41家其中公办幼儿园1家、
乡镇51家、），从业人员823人，持有许可证的160家，持有
有有效健康证明的从业人员807人，参加健康体检未办理效健
康证明的16人。

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按照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湖北省
教育厅《关于开展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整治严防食物中毒事件
发生的紧急通知》鄂食监文[20xx]121号文件精神及《学校食
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自查表》进行自查，本次开展的学校食
堂食品安全整治严防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自查，共出动卫生
监督执法人员485人次，车辆160台次，收到学校幼儿园的自
查报告自查表各153份，检查学校幼儿园160家，从学校食品
安全管理、餐饮服务许可证、索证索票管理、加工制作卫生、
健康证明、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和餐具清洗消毒等重点环节七
个方面进行了检查，没有学校幼儿园制作冷荤菜，没有发现
采购贮存及使用亚硝酸盐及其他非食品添加剂，存在有问题
的学校幼儿园59家，主要问题集中在卫生管理意识、落实索
证索票制度、食品加工制作管理和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管理这
几个环节上。部分学校食堂房屋面积小、破旧布局不符合食
品加工流程，防蝇防鼠和排油烟设施不到位，还有部分学校
的食堂卫生管理意识淡薄，存在食品原料加工清洗池与餐具
清洗消毒池混用、食品原料采购、索证、登记不完整、食品
留样的数量和规格不符合要求，食品添加剂未能做到使用登
记、专人负责，专柜保存，工作人员不注意个人卫生上班时
吸烟，不穿或穿破旧工作服，食堂内的垃圾乱放。在本次自
查中也有比较好的学校幼儿园如大冶市滨湖学校、大冶市实
验高中、大冶市机关幼儿园、大冶市风华幼儿园一分园和三
分园等五家单位，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及其他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有关食品加工的卫生要求，食品
原料采购、索证、登记完整，食品原料加工清洗池与餐具清
洗消毒池标识清楚。

本次开展的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整治严防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
自查得到了卫生监督局和市教育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得到



了学校幼儿园积极响应，各学校幼儿园对各自存在的问题在
各自的自查报告中予体现，并对存在的问题各自提出整改措
施和整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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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

在年初，我镇就成立了食品安全工作监管领导小组，组长由
分管安全的副镇长同志担任，副组长由派出所、畜牧站、镇
安办负责人担任，成员为各村（居）委员村主任，并签订
了20xx年的食品安全目标责任书。

由镇安办组织工商、派出所、畜牧站、学校对我镇辖区内的
学校、超市、副食品店、饮食店、零售的水果副食摊点、销
售猪饲料的摊点进行了三次食品安全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
未发现有我镇饲料经销商非法瘦肉精和对用猪水喂养畜禽的
情况。

副食品经销商没有非法添加和滥用添加剂，没有问题乳粉，
只发现一家小卖部由十几袋儿童食品过期，检查组当即要求
其整改，并没收其商品进行了集中销毁。

镇聚集地开展了多次的食品安全法的宣传，镇政府开会时，
多次组织干部学习了《食品安全法》并要求各村进行宣传，
讲解食品安全工作，并组织人民群众学习《食品安全法》，
并进行了检查，了解人民群众对掌握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和对
《食品安全法》的掌握程度。

企业承包的学校食堂、小卖部进行留样、进货渠道、发票等，
以避免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以上是我镇今年对食品安全方
面所做的工作，得到了镇党委、政府的肯定和各单位的认可，
总体自评结果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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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

根据区教育局的文件精神，我园建立健全了学校食品安全责
任制，成立了清河区幼儿园食品安全领导小组，明确园长为
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的第一负责人，副书记为直接负责人，对
领导小组成员进行明确分工，并配备了专职食堂食品安全管
理员。认真落实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制，做到了责任到人。

1、食堂已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实际经营项目与许可范围相
符，并有相关的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制度。食堂工作人员持健
康证上岗，定期体检，并建立了从业人员健康档案。

2、食堂建筑、设备与环境符合卫生标准及有关要求，设有独
立的食品库房、粗加工间、细加工间，洗消间等。有防鼠、
防蝇、防尘、防蟑螂、防污染等设施，通风良好，食堂内片
环境整洁，能每天清除垃圾。

3、食品原料的采购能严格执行索证索票及食品入库登记制度，
及时记好进货台账，并与所有的食品原料供应商签订食品卫
生协议书，保证其食品的质量。幼儿园食品原材料尽量做到
当日采购当日加工，不采购国家禁止使用或者来源不明的原
材料。库存食品定期检查保质期，原材料贮存符合国家标准。

4、食堂餐饮用具按照规定定时消毒，配有专门存放餐具的保
洁柜。餐具清洗消毒专池专用。刀具、砧板按生、熟严格分
开使用，食品的存入能做到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

5、清河区幼儿园食堂严格按照上级部门要求进行食品留样，
并做好记录，留样的时间和数量符合要求。

6、幼儿园严格执行陪餐制度，幼儿园统一制定配餐表，陪餐
人员负责对饭菜口味、质量、数量及食堂卫生进行监督评价，
并认真记录。



（1）、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教师及家长的食品卫生安全
意识。幼儿园通过发放宣传单，大屏幕、宣传条幅等多种形
式加大教育力度，使食品卫生安全方面的知识深入人心，自
觉抵制假冒、伪劣产品，维护自身健康。

（2）、加大管理力度，杜绝幼儿园大门外出现经营小食品的
流动摊点。食堂生产加工加强卫生监管，严格操作规程，加
大奖惩力度。

（3）、幼儿园通过上食品安全健康教育课，教育幼儿不吃霉
变食品，不买三无产品，不喝生水冷水，使幼儿增强自我防
护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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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

一是领导机构落实。政府成立了乡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为
乡长__，副主任为副乡长__、__，成员单位有社会事务办、
农业服务中心、党政办、卫生院、各村。

二是工作机构和工作人员落实。乡政府设立了乡食品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由副乡长__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各村村委员会主任具体负责辖区范围的食品安全工作，并接
受县食药局的委托，任本村食品安全监管协管员。

三是落实了工作责任。乡食安委负责对全乡食品药品安全工
作的领导，乡食安办负责食品安全的日常监管和日常事务处
理，各村村主任负责本村范围内的食品安全监管，并具体负
责辖区内群体性聚餐的申报、监管、资料报送。

在抓好以上几个落实的同时，政府主要抓了几个工作重点工
作：

一是狠抓了食品安全宣传和培训。在各村都设立了食品安全



宣传栏;在各种会议上也都要讲食品安全工作，政府除了组织
乡村厨师、副食品店经营者、小作坊经营者参加县食药局举
办的培训，还在街道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和咨询并发放宣
传资料。

二是特别重视并抓好农村群体性聚的监管工作。要求各食品
药品监管协管员必须做到，属于监管范围的群体性聚餐必须
每起都要申报并监管到位，政府强化工作监督并将监管工作
情况纳入村级目标考核。

三是重视学校师生的食品安全，组织乡食安办人员到学校、
幼儿园检查食品安全情况，督促学校、幼儿园严格执行食品
安全制度和操作规范，经常排查并及时排除食品安全隐患。

四是在五一、中秋、国庆期间，组织人员开展食品安全集中
检查，主要检查副食店，发现问题，限期整改。

五是认真开展了农村食品市场“四打击四规范”专项整治行
动。对我乡经营者的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进行查处，规范食
品市场经营行为。

通过以上工作，宣传了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知识，
提高了广大群众和食品经营者的食品安全意识。但是，目前
我乡的食品安全工作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1、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还比较差，不少食品经营者守法经营
意识较差。

2、食品生产环节，特别是农牧产品的食品安全保障存在很大
难度，各种农药、化肥、兽药的使用，各种添加剂和添加物
的使用很不安全，也很难监管到位。

3、食品安全执法难。执法依据不足，存在法律空白，执法力
量不够，执法条件较差，群众和经营者的法治意识差。对于



乡政府来说，执法主体资格缺乏、没有执法专职人员、监管
协管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和水平，食品安全工作人员其他工作
任务多等等，导致执法或协助执法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