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季食品安全总结 春季学校食堂食品安
全检查工作总结(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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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
会觉得总结很难写？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
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春季食品安全总结篇一

为切实加强秋季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确保我辖区内广大师生
饮食健康，杜绝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按照《xx县食品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xx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20xx年秋季学校食堂
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文件的要求，结合我
乡实际，于9月6日至9月8日，对学校食堂及校园周边食品安
全工作进行全面专项检查。现将检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组织领导

成立了以分管副乡长xx牵头，安办、市场监督管理站、交管
站、畜牧站等工作人员为成员的专项检查小组。

二、检查内容

检查组重点检查了学校食堂安全管理、餐饮许可证、食堂环
境及环境卫生、餐饮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及培训工作、落实索
证索票制度、清洗消毒、食品加工操作管理以及校园周边食
品流通经营店的管理。

三、存在的问题

1.食堂在采购过程中索证索票不够齐全；



2.进货台帐记录不详、留样记录不全、不完善、不规范；

3.贮存室蔬菜、干杂食品原料堆放不规范；

4.从业人员未戴帽子及口罩；

5.从业人员健康证不齐；

6.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店有少量过期食品；

四、整改措施

1.建立健全学校对食堂的管理制度,明确管理人的职责,定期
对食堂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应对食品
安全的措施。

2.落实索证、索票制度。严把进货渠道关，学校食堂采购食
品及原料、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时，及时索要食品购
买发票。

3.加强食品留样管理。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对每餐食品进行规
范留样,留样至少保持48小时。

4.食堂贮存室蔬菜,干杂原料分类贮存,堆码整齐有序，提高
食堂卫生条件，加强食品卫生管理水平。

5.工作期间,从业人员一律带帽子穿工作服。

6.对过期食品必须下架没收、不能再流入市场。

7.按要求及时办理和完善餐饮服务许可相关手续。

通过对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
现场提出了整改措施和意见，对整改不力的学校食堂将及时
上报。



春季食品安全总结篇二

根据县局《关于印发《春季学校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
治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黄食药监发[20xx]9号）文件精
神，我队对文件精神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措施到位，落实
到位，有步骤分阶段的对辖区内学校食堂进行全面排查，消
除食品安全隐患。现将整治情况总结如下：

一、精心组织，周密安排

为确保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严防食物中毒事件发生，我队高
度重视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迅速召开了专题会议，划分
了检查小组，共分了东西两队，明确了职责和任务，统一了
检查内容、时间及有关要求。

二、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检查情况

本次重点检查学校食堂是否开展食品安全自查；是否取得餐
饮服务许可；是否建立以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食品安全领导
小组，相关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及公示栏是否上墙；是否配
备专职或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是否严格执行人员健康
管理要求；是否严格执行原料采购索证制度；是否存在违规
加工制作凉菜、发芽土豆、四季豆、野生菌类等高风险食品
及过期变质食品；是否存在违规采购和使用亚硝酸盐行为；
是否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是否严格执行餐饮具清洗消毒规
定；是否按规定实施食品留样；加工场所、设备设施布局是
否按照量化分级管理评审达标要求进行设置，配备并规范使
用；食堂内外是否环境整洁；餐厨废弃油脂和垃圾处理是否
符合要求。

这次专项检查对我辖区内5个学校的7家食堂进行了拉网式检
查。首先，检查发现学校食堂均建立了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
的食品安全管理组织，配备了餐饮食品安全管理员，建立健
全了食堂餐饮安全管理制度并上墙，未发现超许可范围制售



凉拌菜情况、未发现使用发芽土豆、四季豆、野生菌类等高
风险食品，未发现学校食堂采购、贮存、使用亚硝酸盐，食
堂均有有效“餐饮服务许可证”，并按许可核定项目为学生
供餐。其次，检查中也发现了个别学校食堂基础设施差、食
堂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参差不齐、从业人员流动性大、
更换频繁等问题，对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造成了一定的隐患。
针对这些问题，我局积极会同教育部门不断加强跟踪督查，
落实整改措施，努力提升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等级，营造让广
大师生更加安全放心的饮食环境。最后，检查中结合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工作，对全县7家学校食堂进行
了20xx年第一季度“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动态评定”
工作,做了该餐饮服务单位的诚信档案记录。本次检查共出动
执法人员28人次，车辆7车次，检查覆盖率达100%。

三、存在的问题

1、检查发现部分学校食堂存在餐厨废弃垃圾处置不规范、未
坚持从业人员健康晨检制度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我队执
法监督人员下达了餐饮服务巡查表6份，要求限期整改完善。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1、针对存在的问题继续对学校食堂加强《食品安全法》、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提
高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落实好各项措施，严防
食物中毒的发生。

2、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人员和明确责任，强化校内食
堂餐饮食品安全的自身管理工作，特别是要加强学校食堂餐
厨废弃垃圾处置的管理。

3、密切联系当地教育部门加强对学校食堂的监督检查，加大
执法力度，从严查处违法行为，对整改仍不符合要求的将依
法予以查处，以确保学校食堂食品安全。



春季食品安全总结篇三

为切实加强学校食品卫生、饮用水卫生管理和传染病防控等
工作，有效预防食物中毒和传染病的发生，保护青少年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依据《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法》和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围绕学校卫生工作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结合全县学校安全综合整治工作，采取集中
监督检查的行式开展了今年的学校卫生监督工作，确保学校
师生的饮食安全,饮用水安全，预防食物中毒、食源性疾病及
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我县卫生监督所在县
教育部门的配合下，于20xx年5至8月份对永宁小学、幼儿园
的食品卫生安全、生活饮用水安全，传染病防治等工作进行
了认真细致的监督检查，同时对学校周边餐饮卫生环境进行
监督治理。现将学校监督检查工作总结如下：

一、现状及主要存在问题

（一）、学校卫生工作基本情况

永宁小学能重视学校卫生工作，按文件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学
校卫生有关法律法规，为保障广大学生的身体健康做了大量
的工作。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领导重视，管理组织机构健全。能够按照要求，精心组织、
周密部署、认真实施，有效开展了学校食品、生活饮用水卫
生、传染病防治等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多项措施并举，切实加强学校卫生管理。着力构建学校卫
生安全体系，将食品安全、生活饮用水安全，传染病防控纳
入学校日常管理体系，落实责任制，强化学校卫生管理。学
校与食堂签订了“食品卫生安全责任合同”，明确责任主体
和责任范围。并要求学校食堂经营者要坚持“服务至上，保
本微利”的原则，实行食品卫生安全目标责任管理，保障了
学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3、加大投入，不断改善学校卫生设施和条件。各校能够积极
争取项目资金改善学校食堂、宿舍、厕所等卫生设施条件。
加大对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配备基础卫生设施，将卫生基
础设施建设纳入学校总体建设和改造规划，使学校基本卫生
设施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为了做好学校食品卫生工作，学
校采取了一些因地制宜的措施，不断完善食品卫生规章制度，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食品从业人员卫生知识培训工作，规范操
作加工程序、食品原料的采购索证及登记台帐。对学生食堂
实行学校检查与学生综合打分评比相结合的措施，奖优罚劣，
对饭菜质量和饮食安全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二）、主要存在问题

1、永宁小学食堂因面积较小，食堂食品加工流程不够合理，
不能进行区域划分，硬件设施不足，不符合学校食堂卫生要
求。本次检查中监督员对食堂布局不合理，硬件设施不足，
对生产经营过程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学校均下达了限期整改卫
生监督意见书，经1个月整改后全部达标。

2、部分学校未配备专(兼)职食品卫生管理人员，卫生管理制
度不健全，存在管理上的漏洞，食堂卫生管理督查力度不足，
卫生制度不落实，个别从业人员缺乏食品安全意识。

二、下一步工作重点及措施

1、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学校认真执行学校食堂卫生规范、
标准，督促卫生许可条件不达标的学校尽快完善整改，使食
堂卫生硬件设施达标，食品加工流程合理，依法申办卫生许
可证；食品原材料的采购严格执行索票索证制度及台账登记，
杜绝过期食品及不合格食品进入校园，防止食源性疾病的发
生。

2、协同教育部门，组织全县学校的校医及保健教师开展肠道
等传染病防治宣传教育课。组织督促学校开展卫生知识宣传，



让学生懂得基本的食品安全卫生知识，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从而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3、督促教育部门每学年开展一次学校食堂管理人员和从业人
员的食品卫生知识及预防食源性疾病的相关知识培训，从根
本上改变由于食堂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缺乏基本的食品卫生
知识而导致的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4、提高认识，加强管理，督促制度不健全学校建立健全卫生
管理组织和规章制度，责任到人，制度上墙，配备专（兼）
职食品卫生管理人员，落实、执行各项卫生管理制度。与教
育局密切配合，加强将要撤并学校食堂的监管力度，有效防
止食品不安全事故的发生。

5、加大对学校食品卫生检查力度，要校内校外一齐抓，要把
整治校园周边的食品卫生工作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来落实，对
无证经营者要坚决予以取缔。

6、加大学校卫生监督检查力度，积极开展学校卫生监督检测
工作。

春季食品安全总结篇四

我校根据上级有关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的有关精神；
进一步加强了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管理，预防和控制学校食品
食物中毒的发生，维护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主要做法及经验

（一）领导重视，责任明确

首先，学校成立了食品卫生安全领导小组，切实把学校卫生
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纳入工作职责，实行“一把手”负
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明确专人具体抓的工作责任制，



确保工作落实到位，责任到人。二是领导经常深入校园进行
检查，督办食品卫生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监管学校食品卫
生管理工作，提出整改意见和制订方案。三是积极采纳学校、
学生、家长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学校把学
生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的管理纳入学校议事日程，纳入常规管
理的轨道，将卫生安全、学生健康与教育质量同等对待。

（二）制度健全，管理规范

卫生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并张贴上墙，接受监督。食品从
业人员须持有卫生许可证、健康证。食品原料贮藏、制作间
及饮水设施有专人、专锁管理；学校食品的器具及时、定期
做好消毒工作，保持室内外清洁，杜绝了重大传染性疾病的
发生、流行。三是加大对学校食品、饮水卫生等卫生设施的
监管力度，建立学校食品以及饮水卫生安全工作的长效机制；
监督学校研究制订重大传染病流行、群体性食物中毒等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应急和预案制度，层层落实责任目标。
四是坚持专项治理，落实督办检查。主要领导亲自参与，真
正做到安全无小事，确保了师生的人身安全，家庭的安宁，
教育的稳定。

（三）加强宣传教育，提高认识

根据《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及食品安全监管领导小组关于食
品安全宣传“四进”活动的要求，我们将食品安全知识教育
列入学校健康教育授课内容，利用《食品安全知识读本》，
上好食品安全教育课。学校采取召开主题班会、讲座、广播、
专刊等形式，对学生进行以食品卫生为主题的宣教活动，切
实提高了学生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二、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思路

虽然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总体良好，但由于学校性质的特
殊性及学生体质的特殊性，因此，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任



重而道远，还需要我们继续加大力度。为此，我们将加倍的
努力，在今后一段时期，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进一步提高学校领导对食品卫生安全的意识，切实树
立“学生健康安全第一”的思想，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学校食
品卫生安全责任制度。

二是坚持以学校食品卫生为重点的学校卫生工作专项整改。
三是加强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学生的
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要求学校利用健康教育活动、校园板
报、广播等多种宣传形式，对学生进行食品卫生安全教育，
树立食品卫生安全意识，增进自我保护意识和技能。

春季食品安全总结篇五

为确保我县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严防食物中毒事件发生，根
据国家、省、市《关于迅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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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
中、小学及托幼机构集体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现将整治
工作情况汇总如下:

一、成立组织，制定目标

成立了以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管局长、县餐饮化保执法
队队长杜增兵为组长、副队长许建维为副组长的全县学校食
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小组。成员由县餐饮化保执法队各
科科长组成。

二、制定方案，强化检查

制定了此次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自查自纠阶段。制订了《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自查表》，督促学校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校长负责制，成立



食品安全组织领导机构，强化学校法人代表是学校食堂食品
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使其进一步掌握学校食堂食品安全
的基本要求，同时开展自查自纠，并将自查结果上报县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备案。

（二）督导检查阶段。对全县所有学校托幼机构的集体进行
拉网式检查，检查重点为学校食堂餐饮服务许可情况、从业
人员健康体检及培训情况、餐饮具消毒保洁情况、食品原材
料索证索票台帐建立情况、食品添加剂使用与管理、食品留
样制度执行情况，以及重点食品和关键食品加工环节等，重
点打击使用非食用原料、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畜禽及其制品、
劣质食用油等行为，严厉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
品添加剂的行为，全面深入的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三）总结评估阶段。县餐饮化保执法队对专项整治工作进
行总结和评估，及时总结好的经验和做法，鼓励先进，督促
整顿工作不扎实、效果不显著的单位进行整改。

三、总结经验，保证效果

通过此次专项整治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学校法人是食品安
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使学校食堂的从业人员树立了学
校食堂无小事的安全意识。规范了学校集体食堂的安全操作
行为，绝大多数单位都能按照食品安全的要求落实各项安全
制度。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单位不姑息、不手软，坚决给
予行政处罚。

此次活动共出动执法人员120人次，车辆10台次，检查学校及
托幼机构27家，提出整改意见6条，没收不合格食品45公斤，
立案3起，罚款5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