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食品药品年度工作计划(精选5篇)
当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想要
达到的结果，并为之制定相应的计划。我们在制定计划时需
要考虑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下面是
我给大家整理的计划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
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食品药品年度工作计划篇一

围绕市委、市政府、新区管委会、街道的重大部署，结合本
地区实际，按照《无锡市食品安全工作综合评价暂行办法》及
《实施细则》中的评价项目和《无锡新区20__年食品药品安
全重点工作目标》，确定年度工作目标，确保20__年太二社
区辖区食品检测合格率达96%以上，特制定我社区工作计划。

一、组织领导

组长：桑梅

副组长：曹亚琴、袁铭东、陈慧琪

专职委员：胡凌燕

组员：刘中立、林志荣、吴琦华、沈兰英、肖国燕、胡凌燕、
朱韶君、华铃铃、华珊、吴琼

领导小组对辖区所有单位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明确食品药
品安全责任人，确保卫生工作组织，有计划地进行。

二、宣传教育

三、开展整治



1、与辖区单位签订《食品安全责任书》。定期发放安全责任
温馨提示。

2、采取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的方式，对辖区范围内的饮食
店、药品店进行食品卫生环境卫生检查，发生问题及时处理。

3、饮食、药品店“三证”齐全，确保健康证件不过期，食品
卫生许可证、工商营业许可证上墙。

四、制度建设

1、为辖区食品店发放《食品安全宣传提纲》。

2、认真参加街道召开的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会议和食品药品安
全协管员、信息员的业务培训活动。

五、主要目标

1、确保本辖区食品检测合格率达到96%以上，药品检测合格
率达到98%以上。

2、确保本辖区范围内不发生重大药品安全事故，一般食品安
全故事发生低于上年。

食品药品年度工作计划篇二

为全面落实《_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
〔20××〕23号），认真贯彻《_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
根据全国全省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和
全国全省食品药品专项整治工作安排，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
本实施方案。

一、食品专项整治工作任务



（一）工作目标。

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强化食品安全准入制度，
推行信用体系和失信惩戒机制，加大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和
依法查处重大事故的工作力度，大力推行农产品标准化生产，
加强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监管，有效遏制制售假冒伪劣和
有毒有害食品违法犯罪活动。通过治理整顿，使食品企业的
安全意识明显增强，食品产业质量管理水平明显提高，流通
秩序更加规范有序，食品安全信息更加畅通，产品合格率明
显提高，人民群众饮食更加安全放心。

（二）工作安排

1、狠抓初级农产品污染源头治理

（1）继续推进“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加快绿色食品、无
公害农产品认证工作和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建设与
管理。市农业局要组织各县区推荐2个以上农产品申报全国无
公害农产品。今年全市符合国家标准的无公害农产品要达
到10个以上，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发展到200万亩。

（2）深入开展农药残留、禽畜产品违禁药物滥用、水产品药
物残留专项整治工作，加快对高毒、高残留农业投入品的禁
用、限用和淘汰进程；严厉打击制售伪劣种子、农药、肥料
的违法行为。

（3）积极发展农业连锁经营，大力推广使用低残高效农药、
无公害农药、兽药、无污染添加剂、优质肥料等农业投入品，
推进农产品的区域化、专业化和标准化，发展适合我市实际
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规范种植养殖行为。

（4）加大技术培训力度，普及无公害农产品技术操作常识，
提高广大群众对农产品质量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推进农业
标准化进程。



（5）加快河东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建设步伐。市农业局要
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建设好检测中心，落实例行检测制度，
及时解决农产品质量问题。

2、加大食品生产加工环节整治力度

（1）调查摸底，建立企业档案。

质监等部门要摸清全市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尤其是“老五
类”（小麦粉、大米、食用植物油、酱油、醋）、“新十
类”（肉制品、乳制品、饮料、调味品、方便面、饼干、罐
头、冷冻饮品、速冻面米食品和膨化食品）企业的产品、服
务和设备等基本情况，建立食品生产企业档案。

（2）完善规章制度，强化日常监管。

通过巡查、回访、年审、监督抽查、强制检验等方式强化日
常监管；进一步完善预警制度、快速反应机制、奖励举报制
度、行政辖区打假责任制、制假“黑名单”制度等执法打假
制度；建立假劣食品收回制度；建立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和人
员资质审核、注册管理制度。

（3）严格实施食品生产企业准入制度。

坚决取缔不具备生产条件的生产、加工企业，严厉查处无证、
无照生产经营食品的违法行为。各级质监部门对产品质量问
题严重及无证生产加工食品的企业，要依法查处。

（4）开展食品卫生许可证专项整治活动。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集中开展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卫生许
可证》清理整顿活动；规范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面
粉、熟肉制品、调味品、食品添加剂和饮料生产企业《卫生
许可证》发放和监督，清理无证和不符合卫生许可条件的企



业。

（5）突出抓好重点品种、重点区域、重点企业的整治工作。

严厉查处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滥用食品添加剂和使用非食品
原料的违法行为；严厉打击城乡结合部等监管薄弱地带长期
存在的食品制假售假活动；对规模小、无检验手段和设备、
不能保证产品质量的小食品生产和加工企业重点检查，坚决
取缔无证生产的小作坊，督促企业严格按标准组织生产。

3、加大食品流通环节检查整治力度

（1）建立健全食品经营主体准入制度，对无证经营或经营不
合格食品违法行为严厉打击。

工商行政部门实施经济户口管理和巡查责任制达到95%以上。

（2）抓好生猪定点屠宰和兽药饲料监督检查工作。

对生猪屠宰、加工、流通、储存、消费等环节和重点企业、
重点区域、重点市场的肉品质量安全问题进行综合治理；严
把兽药生产、流通各个环节，防止不合格兽药饲料上市；严
厉打击制售假劣兽药饲料违法行为，规范兽药饲料流通秩序；
加强生猪屠宰行业监管，积极推进牛、羊、家禽的重点集中
屠宰工作，严禁私屠滥宰。

（3）开展包装食品安全专项执法检查。

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影响恶劣的食品假标识、假包装、假商标
案件，依法从重处罚；加大对包装食品的质量监测力度，重
点检验强制性标准中影响人身健康安全的项目；完善包装食
品经营企业的经济户口档案，按照a、b、c、d四个信用等级实
施分类监管。



（4）加大儿童食品和农村食品市场专项整治。

食品药品年度工作计划篇三

--年是“--”开局之年，也是拓展之年，我们将在认真总
结“--”期间基本工作经验，巩固近年来开展专项整治及成
功创建上海市食品安全示范街、区食品药品安全示范镇活动
成果的基础上，以“深化、规范、提高”为工作主题，
以“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确保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有序可控”为工作目标，不断完善管理机制、推进重点
工作、提升监管效能，切实保障公众饮食用药安全，促进车
墩地区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和食品药品安全水平整体提升。主
要工作计划如下：

二、各方联动，进一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为进一步规范我镇餐饮服务行业经营行为，巩固和扩大食品
安全示范镇示范效应，结合区食药监局下发的《松江区无证
餐饮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文件精神，今年全镇将专门制定
整治无证行动方案，进一步加大专项整治力度。专项整治工
作以“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疏堵结合”为实施
原则，坚持专项整治和日常监管相结合，集中取缔与长效管
理相结合的原则，以“坚决遏制增量、有效解决存量、确保
减少总量”为工作目标，全面准确摸清辖区内有证和无证餐
饮服务单位底数，集中开展地下加工、无证生产清理整治取
缔工作。同时要加强对无证经营餐饮服务单位分析汇总，找
准问题原因和症结，联合相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共同无证
难题，为全区统一设立“规定时间、规定区域、严格监管”
的流动摊临时疏导点提供决策依据，同时，各部门要资源共
享，建立信息通报协调机制。

三、突出重点，进一步强化食品药品领域安全监管

(一)餐饮消费环节



重点整顿建筑工地食堂、旅游点、小型餐饮单位、无证餐饮
单位;查处餐饮单位采购、使用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畜禽及其制
品、劣质食用油、非法加工提炼使用地沟油等行为;加强对学
校食堂、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食堂、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等
高风险领域，以及熟食卤味、生食水产品、冷菜等高风险食
品和餐具清洗消毒等重点环节的监督检查力度。同时还要做
好以下几项工作：

1、加强日常检查和新证核查。按照区食药监局的工作要求，
积极开展对辖区内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餐饮业、企事业单位
食堂、现制现售等行业的日常卫生检查;对新发证户在收到新
发证户名册后二周内及时进行现场核查，确保检查覆盖率及
检查频率。

2、加强歇业单位和注销户监管。对在检查中发现已歇业或停
业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调查和追踪其歇业或停业的时间，
做好检查笔录取得店主、邻居、现有的经营户等人的旁证并
签字，及时向食药所报告并协助办理注销卫生许可证的手续。

3、加强对企业小食堂的备案工作。继续开展30人以下的社会
食堂(含工地食堂)备案工作，对30人以上的社会食堂和其它
餐饮单位未办理卫生许可证的，督促其办理食品卫生许可证，
进一步提高食堂办证率。

食品药品年度工作计划篇四

各行政村、社区，有关企事业单位：

一、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组织协调和监督工作

1、继续加强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积极协调各职能部
门，实行资源共享。通过多种形式适时发布食品药品安全预
警信息。



2、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社会监督力量的建设。进一步对现有食
品药品安全协管员、信息员队伍进行整合，充分发挥社会力
量的监督作用。

3、配合市场监督管理局贺村分局，督促餐饮部门做好餐饮经
营单位及学校食堂、企事业单位食堂的卫生监督工作。

4、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对辖区内涉食药企业的日常监管工作，
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要及时上报，对限期整改的企业要做到
督促和警示，确保辖区内良好的生产环境。

二、进一步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力度

1、在加工环节，要加强日常监督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台账登
记、原材料进厂检验、产品出厂检验等制度。在流通环节，
要具体检查相关证件、经营购销台账、假冒产品等。进一步
深化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整治，建立索证索票制度，使生产经
营者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3、建立完善食品药品安全长效监管机制，进一步推进食品药
品安全的监督检查。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检查体系，实现
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工作有人管、事情有人做、行为有约
束”的工作机制。

食品药品年度工作计划篇五

为切实做好我乡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确保全人民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特制定20__年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_为指导，全面落实_，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思
想，把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好。以构建食
品药品安全体系为目标，培养食品药品安全意识，规范食品



药品生产经营行为和食品药品市场秩序，全面提高食品药品
安全水平;以建立食品药品安全信用体系为核心，进一步增强
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履行政府和部门
职责，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切实解决我实施食品药品放心工
程中存在的问题，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加强组织领导

政府成立由乡长张小玲为组长，乡人大主席杨强、派出所所
长何文璟为副组长，社会事务办、农业服务中心、综治办、
安监办、工商所、卫生院为成员的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安监办，如发生食品安全等级事故，做
好应急处置工作，同时向县食品安全委员会报告。

三、明确职责

（一）安监办负责组织食品经营、餐饮单位负责人、个体工
商户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和食品安全日常工作，并会同工
商所进行食品安全日常巡查。

（二）与各社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市场管理委员
会、中（小）学、幼儿园签订食品安全责任书；严查整治无
证无照经营户和小作坊，每季度至少巡查1次；督促企业建立
健全自检制度，开展违法使用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
违禁药物定性检测工作；强化餐厨垃圾管理；严格市场准入
把关，加快生猪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加强农村群
宴管理和种养殖业监管，保证辖区内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三）乡食安办、卫生院将定期组织流动厨师进行群宴知识
学习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四、落实信息报送

乡设食品安全管理员1名，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信息按月报送不



少于1篇，组织4次以上专项整治活动。食品安全信息报送内
容和要求主要包括本系统、本部门企业食品安全工作动态，
监督检查信息，食品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信息。

五、健全工作制度

切实抓好工作检查落实，为深入做好我乡“食品放心工程”，
实现本系统食品安全目标监管工作，将采取经常性检查与突
击性检查相结合的办法。经常性检查，组织相关职能部门，
按季开展不少于一次的检查活动，每逢重大节假日期间，加
强值班，开展食品安全检查。专项整治检查，主要是重点、
热点、难点工作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开展。

六、加大监管力度

乡食安办认真履行组织协调的综合监管职能，各监管部门各
司其责，在加强日常巡查和整治上加大力度、采取切实有效
措施，有效杜绝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20__年，乡党委，政府将食品安全工作早已列入重要的议事
日程，保障食品安全经费。在党委、政府的坚强有力领导下，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将食品安全工作提升一个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