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食品职工工作总结(通用5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写总结的时
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食品职工工作总结篇一

（一）细化任务，明确责任。结合《20xx年市法治宣传教育工
作要点》，将《食品安全法》列入20xx年度市重点普法目录，
按照“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要求，推动各乡镇、街道
及市市场监管局等单位，做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工作。

（二）开展检查，推动工作。通过强化案卷审查工作，加强
对食品安全执法司法活动的监督管理，不断强化食品安全行
政执法工作中执法人员的责任心，强化执法案件办理的.规范
化、标准化。通过推动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从严要求食
品安全执法单位从执法公示、执法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等方面不断完善执法程序、规范处罚标准，从行政
执法的角度保障食品安全工作。

一是印发《关于开展20xx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明确要求各司法所结合“江淮普法行”、“法律六进”等活
动，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省食品安全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开展食品安全宣传，
助力争创国家食品安全城市。

二是积极运用新媒体品台进行宣传。通过“司法行政”微信
公众号、微博、led电子屏等平台广泛宣传有关食品安全方面
的法律法规和基本知识，增强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法律意识、



监督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市司法局以推进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为主线，
加强组织、协调，推动责任单位结合工作职能，面对社会公
众开展普法活动。同时坚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通过微信、
微博、广播等媒介，全方位、多角度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宣传，
为依法开展食品安全工作营造良好的环境。

食品职工工作总结篇二

xx局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宣传活动，围绕今年食品安全宣传活
动，我局制定了详细的宣传活动实施方案，充分利用报纸、
电视、和平质监信息交流平台等各种宣传载体，通过开展宣
传咨询、食品安全培训等活动，以悬挂横幅、设立展板、现
场咨询、印发宣传材料等形式，进行全方位、多视角、多角
度的宣传，以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最大程度的扩大宣
传面，大力营造“人人关心、重视食品安全”的社会氛围。

一、在20xx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中，xx局紧紧围绕“社会共
治同心携手维护食品安全”的主题，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
形式多样、社会广泛参与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食品生产企
业牢固树立法律、道德、诚信意识，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为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坚实保
障。

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食品生产企业代表、质量安
全志愿者、媒体记者等50余人深入xxxx乳业有限公司生产一
线，开展现场观摩活动。目的是让大家近距离参观乳制品生
产过程，了解食品生产企业的质量管理控制手段以及食品安
全技术保障相关措施。从20xx年开始，我市大力实施包
括“放心奶、放心馒头、放心猪肉和放心餐馆”等“放心食
品”系列工程建设，区委、区政府并且将这项工作列入我区
今年20项民心工程。xx部门作为推进放心奶工程建设主责单位



之一，采取有力措施扎实推进“放心奶”工程建设，使其成
为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举措，成为提高乳
制品质量，增强人民群众对乳制品消费信心的重要手段。通
过本次活动，能够加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乳制品生产企业
与广大消费者的沟通和交流，能够展示质监部门从严监管、
对食品安全问题“零容忍”的决心，能够增强食品生产企业
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意识，能够增进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准，统一了新型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意见，为依法惩治危害
食品安全犯罪编织了严密的刑事法网，对于进一步加大对危
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在全社会形成预防和严惩危害
食品安全犯罪的良好氛围，将发挥重要作用。

三、加大培训力度，强化安全意识。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食安办
《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xx-20xx年)》的要求，进一
步规范食品企业的生产行为，督促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
任，提高质量安全意识。我局组织辖区食品生产企业的主要
负责人、质量管理人员参加了为期40个学时的集中培训学习。
培训学习的重点是：《食品安全法》、《质量发展纲
要(20xx-20xx年)》以及《关于进一步明确食品、食品添加剂
生产许可审查条件的意见》等相关文件。通过培训，进一步
强化了企业负责人的法律意识，开阔了企业生产管理者的管
理视野，改变了企业在生产质量管理中的'经验主义观念，消
除了企业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的盲点，提高了食品生产企业质
量安全自律意识，增强了食品生产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同时
对企业健全和完善内部质量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也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参加培训的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培训班
举办得非常及时，通过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统一了思想，
认清了形势，要把食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同时要
在企业内部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宣传学习活动，提高全员
质量安全意识与责任意识，共同创造良好的食品生产环境。

四、在食品生产企业中，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教
育治理活动以及“诚敬做产品”活动。一是组织食品生产企



业，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行业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培训、
加强质量诚信教育，弘扬诚实守信的行业道德，加快质量诚
信体系建设。二是发动“质量安全志愿者”等群众性质量管
理活动，提高人民群众食品安全参与意识，发动社会力量参
与食品安全监管，共同构筑食品安全防线，形成食品安全全
民共治的格局。三是利用信息交流平台等宣传载体，深入企
业、社区广泛宣传《食品安全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提高百
姓食品安全意识和科学应对风险的能力，引导消费者科学消
费。四是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百
日”大行动，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和使用非食用物质、制
售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进一步净化我区食品市场，使
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全区人民群众的食品
安全得到切实保障。

下一步，我局将进一步加大食品安全宣传力度，普及食品安
全消费常识，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提高食
品生产环节质量安全保障水平。

食品职工工作总结篇三

为切实加强食品安全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食品工作的决定》和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
全工作的'实施意见》及州、县政府相关文件精神，强化安全
生产责任，确保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切实维护
社会稳定，我局把食品安全工作作为全系统今年工作的重点
和中心任务，作为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事关人民
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党和政府形象的大事来抓。
一年来，在县委、县政府和州商务局的正确领导下，在州、
县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配合下，全系统全面动员，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责任，
精心组织，周密安排。认真开展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和服务工
作，经过全局同志的艰苦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为了加强对生猪定点屠宰工作的监管，我们商务局委托县公
安局税侦大队执法，坚持“内管外查”的工作方针，从生猪
屠宰的源头抓起，严格“三证”、检疫、检验制度，对屠宰
场内的检验、卫生消毒、运输等设施进行定期检查，严厉打
击了私屠滥宰、白板肉、病害肉等不法行为。同时，开展生
猪屠宰专项整治工作，明确工作重点，严格规范屠宰企业的
经营行为，建立健全生猪疫病标识追溯制度，统一的台帐和
证章制度，对私屠滥宰等行为的进行投诉举报制度，对流通
环节以制度形式进行程序监控，严厉打击私屠滥宰现象，杜
绝了“问题肉”的上市，私屠滥宰现象得到遏制。在重大节
假日或其它地区有重大疫情发生时，我们坚持对生猪屠宰场
实行“日报制”，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意识，
及时掌握生猪的产地和数量，确保节假日、疫情控制期市民
们吃上优质肉、放心肉、平价肉。

当前酒类安全消费，已引起各级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
的普遍关注，我们商务局切实加强领导：一是大力宣传，通
过媒体、横幅、标语，召开经营者会议等形式，广泛宣传
《湖南省酒类管理条例》和商务部《洒类流通管理办法》，
让经营者了解其重要性，掌握经营程序。二是开展摸底排查
工作，对全县所有经营酒类的1015经营户进行了认真的调查，
初步建立了酒类经营户挡案。三是组织工商、质监、卫生、
公安等部门，根据《条例》和《办法》的要求，对于本地酒
类市场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查，严格实行酒类商品溯源制度，
严厉打击经销假冒伪劣酒类商品的行为，规定酒类经营户必
须建立了购销台帐和悬挂“禁止向未成年人售酒”的警示牌，
进一步规范和净化了酒类市场。

该项工作我们一是全面推进流动领域食品质量监管，逐步建
立健全和实施食品主体准入，市场巡查、伪劣食品退市，信
息公示等制度，协助食品经营企业建立和落实进货检查验收，
索证索票，购销台帐和质量承诺制度。增强食品质量意识，
规范经营行为；二是与相关职能部门配合，加大资格审查力
度，对食品经营企业、个体经营户严格依法审查其主体资格，



严格实行qs标志和食品市场准入制度；三是按照上级职能部
门的要求，积极推进城镇、农村集贸市场、生鲜食品超市，
连销经营，对物流配送进行现代化的运销方式，让广大人民
群众的消费安全感得到增强。

食品职工工作总结篇四

本次专项检查的重点是：对辖区内学校幼儿园食堂及其周边
是否建立主食品安全责任制;是否具有餐饮服务许可证;环境
卫生是否整洁;布局流程程是否合理;加工制作、冷藏、消毒
等设备是否完善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是否有效;索证索票制度是
否落实;清洗消毒是否到位;加工管理制度是否落实;是否落实
有关原料来源、进货渠道、索证验收、台账记录等规定、是
否存在违法使用食品添加剂行为。重点是三中食堂经营管理
是否规范、食品原料是否定点集中采购、是否违规加工出售
凉菜.是否制定有食物中毒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二、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对辖区内学校、幼儿园及周边商店查处无证照经营、超
范围经营食品以及经销假冒伪劣、“三无”过期、腐烂变质
食品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二是对货台帐，索证索票，挂牌承诺等食品监管制度进行检
查，本次共查食品经营店18户。责令限期整改两户，没收小
麻辣食品15袋。

三是对学校幼儿园食堂及周边小餐馆、小吃店原材料不符合
餐饮业原材料采购和使用规定，对食堂、餐馆、小吃店以及
食品经营者的卫生条件，废弃物处理等方面进行严格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要求整改。

四是查处采购不明畜禽、不合格食用油、调味品使用工业盐
或非食品原材料加工食品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行为，本次共



清查小餐馆、小吃店21户，现场要求整改8户，限期整改两户。

三、存在问题

二是个别小吃店的从业人员没有餐饮服务许可证，健康难以
保证;

三是校园周边的流动摊点卫生较差，食品安全难于保证。

四、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是迅速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集中人力、物力，对学校、
幼儿园食堂及其周边的食品进行长期监督。

二是继续搞好学校、幼儿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工作。定期对学
校、幼儿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工作进行检查，对存在的问题使
其进行限期或当场整改。

三是加强宣传，增强广大师生和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
正确引导，确保不出问题。

食品职工工作总结篇五

我局把食品安全治理工作摆在2016年度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
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副局长**任副组长
带队督查,其他成员为组员。明确工作职责,强化监管责任,细
化工作措施,落实餐饮服务单位企业主体责任,消除监管盲点,
确保旅游景区、星级酒店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和游客饮食安全。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重点整治餐饮设施不完善,制度不健
全,责任不落实,无证照经营、销售假冒伪劣、非法添加和滥
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犯罪活动。整治重点旅游景区区域,将星
级宾馆、**观光茶园、**局去作为重点整治区域。确保旅游
景区、星级酒店的餐饮服务单位严格执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制度和操作规范;确保加工制作场所整洁,防止鼠、蝇、虫对
食物的污染效措施有力;餐厨垃圾和废弃物是按规定存放并及
时处理;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以及食品原料采
购索证索票、进货验收和台帐登记制度;严厉查处采购和使用
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及其制品
的违法行为;查处以次充好,使用假冒伪劣食物行为;严防使用
劣质食用油、不合格调味料、工业用盐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
行为;严禁制作加工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野菜、野果。

整治工作注重疏堵结合,主动帮扶,严格监管与教育培训相结
合,变事后监管为事前服务,寓监管于服务之中。加强从业人
员培训的'力度,积极推广有效的经营理念,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和服务工作,根据各店实际,为餐饮服务单位提供制度建设、
布局流程、分区标识、食品贮存管理等方面的指导,对设施设
备不完善的餐饮服务单位强化帮扶、加强督查力度,促进改善
硬件条件,提升自律意识,规范经营管理,促进景区餐饮服务单
位合法经营。

针对节假日期间的整治工作我局制定了督查检查方案,明确职
责,分工负责、落实到人。对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查处整改
到位。

加强对旅游景区和星级酒店食品安全的防控,我局要求各涉旅
单位和企业加大对餐饮服务环节食物中毒事故和突发事件的
防控力度,进一步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如发生食物中毒和突发
事件,要依法履行职责,积极有效应对,在第一时间予以控制和
妥善处置,降低事故影响和损失,并在规定时间内按程序报告。
落实旅游高峰期值班制度,要求值班人员严格履行岗位职责,
保证24小时通讯畅通,及时妥善处理群众举报投诉,防患于未
然。

通过报刊、网络、电视和短信提醒等宣传方式,加大面向旅游
景点等餐饮服务从业人员和公众的宣传教育力度,普及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和饮食安全知识,增强餐饮服务单位的自律意识,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专人24
小时值班,及时接受群众举报咨询,引导安全、健康的消费,减
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生,确保游客饮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