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的倡议书(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食品安全的倡议书篇一

倡导健康饮食

亲爱的同学们：

学院北门路边市场，是学院周边流动商贩自发聚集形成的，
缺乏政府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管，无证经营、短斤缺两现象时
有发生，在政府主管部门历次检查中都存在一些不符合《食
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现象，可每到
课余、周末，一些经不住诱惑的同学，也结伴前来一饱“口
福”。殊不知却暗藏着损害身体健康的巨大隐患，是造成季
节性食物中毒、急性肠道传染病的主要原因。亲爱的同学们：
俗话说：病从口入，食品安全关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
地摊小作坊制作出售的油炸、烧烤、膨化、腌制等散装，质
量参差不齐，卫生没有保障，对我们的威胁尤为严重。为此，
学院总务处、学生工作处特向全体同学发出倡议：

一、掌握食品安全生产知识，增强辨别安全食品能力

4.路边地摊经营者大都处于无监管状态或监管不到位情况，
从业者或无经营主体资格证明，或无经营许可证明，或没有
固定经营场所、或从业人员缺少健康证明。路边经营餐具清
洗消毒条件缺乏，生产器具使用混乱，大都不符合国家《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拿现金的手随意接触入口食品，
超标、混乱使用色素、添加剂、防腐剂现象严重，动物制品、



食用油等食品原材料无从体现检验、检疫等食品安全保障，
很难保证病死畜禽肉、来路不明的动物制品、地沟油、变质
原材料等严重危害健康的物料不混入其中;路边不洁环境中尘
土、细菌、含重金属的汽车尾气会严重污染食品;路边经营无
防蝇防虫设施。这些都会使食品受到严重污染，对同学们的
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危害。

二、学习食品安全知识，自觉抵制垃圾食品

1.拒绝 “三无食品”(三无：无营业执照、无经营许可证、
无检验检疫证明);

2.不购买街头路边地摊、无证商贩出售的各类食品;

4.了解食品安全知识，增强食品安全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
力;

5.从自身做起，作食品安全、文明健康饮食消费的宣传员。

三、认清地摊食品危害，崇尚文明餐饮习惯

路边进食既不文明也不雅观，更不卫生，作为一名药品食品
专业院校的大学生，应当带头崇尚健康文明的餐饮习惯，牢
固树立食品安全意识。有的同学可能会说：我经常吃路边地
摊食品也没见怎么样。我们一定要走出对食品安全的认识误
区，用科学的食品安全知识指导健康文明的餐饮消费观。路
边地摊食品中致病细菌、无健康证明从业人员自身携带传染
病菌、病毒、食品中有害超标色素添加剂防腐剂、无安全卫
生保障的原材料、来路不明的食用油、不符合餐饮服务操作
规范器具产生的增塑剂等工业污染物、有毒重金属元素等等，
都在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有些能导致疾病或中毒症状立即显
现，更多有毒有害物质是体现在身体内部长期的累积效应，
有些甚至殃及后代健康而造成残障，等到发觉发病时已为时
晚矣，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不可逆转的危害，特别是近年来恶



性肿瘤病例的直线上升，应该引起我们每个年轻同学警醒，
食用路边地摊食品，无异于拿自己的身体做破坏性实验。假
如因为自己的不良饮食习惯，给自身和后代的健康造成损害
甚至残障，不仅是自己家庭的不幸，还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
大负担，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做为毕业后将要投身于药品食品行业的一名大学生，应模范
执行药品食品行业规范，带头践行健康文明的餐饮习惯，生
活中要用言行影响自己的家人和身边的人，成为健康文明餐
饮理念的自觉传播者。为了自身健康幸福生活，为了造福子
孙后代，为了不给社会带来额外负担，让我们行动起来，
向“地摊食品”、“垃圾食品”、“三无食品”大声说不!坚
决拒绝“三无食品”!携起手来共创美好幸福生活。

总务处、学生工作处

食品安全的倡议书篇二

亲爱的家长：

您好!根据深圳市龙岗区的工作部署，深圳市创建全国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积极响应食品安全进校园活动，营造良好的食
品卫生安全工作氛围，树立食品卫生意识、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为创造安全健康的饮食环境，特向家长发出以下倡议：

二、请您帮助孩子建立保持清洁和个人卫生的饮食习惯。在
接触食物之前要洗手，便前便后要洗手;不吃街头食品、饮
料;不喝生水;不吃没有厂名、厂址、保质期的定型包装食品;
不吃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

三、家长外出就餐时到公示有效《餐饮服务许可证》的餐饮
单位消费，不光顾无证无照的流动摊档和卫生条件不佳的饮
食店，不买地摊上和小卖部出售的劣质食品，防止病从口入。



四、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食物腐烂变质，就会味道变酸、
变苦，散发出异味儿，这是因为细菌大量繁殖引起的，吃了
这些食物会造成食物中毒。

五、不食用在室温条件下放置超过2小时的熟食。

六、不随便吃野菜、野果、野蘑菇。野菜、野果、野蘑菇的
种类很多，其中有的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毒素，缺乏经验的人
很难辨别清楚，只有不随便吃野菜、野果，才能避免中毒，
确保安全。

七、生吃瓜果要洗净或削皮。瓜果蔬菜在生长过程中不仅会
沾染病菌、病毒、寄生虫卵，还有残留的农药、杀虫剂等，
如果不清洗干净，不仅可能染上疾病，还可能造成农药中毒。

八、不饮用生水或者不洁净的水;水是否干净，仅凭肉眼很难
分清，清澈透明的水也可能含有病菌、病毒，喝开水最安全。

九、进食前或便后应将双手洗净，养成吃东西前洗手的习惯。
在进食的过程中如发现感官性状异常，应立即停止进食。人
的双手每天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会沾染病菌、病毒和寄生
虫卵，吃东西前洗净双手，才能减少“病从口入”的可能。

十、谨记食品安全举报电话：，在外出购买食品或者就餐时
索要发票或者有关消费凭证，以便在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可
向有关部门反映，及时维权。

让我们共同努力将食品安全知识、行为融入到孩子们点点滴
滴的生活中!

食品安全的倡议书篇三

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各界朋友们：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安康
和幸福，关系着社会和谐稳定和政府公信力，全面提高食品
安全保障水平，已成为重大的基本民生问题。为此，县委县
政府作出了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县的重大决策。

目前，创建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特向全县人民和社会各界
朋友发出以下倡议：

一、关注食品安全，共享幸福和谐生活。创建食品安全示范
县是群众共同的期盼，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义务。我们真
诚地邀请大家积极参与到我县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县工作中来，
做维护食品安全的践行者、推动食品安全的宣传者，共同缔
造食品安全的幸福家园。

二、打造优质营商环境，严格践行主体责任。各食品生产经
营单位要牢固树立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全面履行主
体责任，提升食品安全意识，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强化全程
风险防控，坚持守法经营、诚信经营;要积极开展“创建”宣
传，提升食品安全公信力，积极营造公众饮食安全的诚信环
境。

三、提高自我防范能力，参与食安社会共治。广大消费者要
提高食品安全意识，选择到环境卫生整洁、证照齐全的餐饮
单位就餐，形成查包装、看日期、索票据的科学消费理念和
习惯，坚决抵制“三无”产品，关注抽检信息和风险警示，
权益受损要举报，可拨打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电话3690734维护
合法权益，为营造安全、放心、诚信的食品消费环境贡献力
量。

四、上下联动携手并肩，凝心聚力共治共建。全县上下要以
食品安全为最大民生，以人民满意为最高标准，通力协作，
共同开展社会监督，围绕中心，各司其责，主动作为，形成
合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我县创建食
品安全示范县贡献自己积极的力量。



安阳县政府食安办

20xx年9月

食品安全的倡议书篇四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和同学们：

大家好!

为确保全校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拒绝不良食品
对师生身体的伤害，杜绝食源性疾病和食物中毒在我校的发
生，我们要不断增强饮食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为此校
政教处向全体教师和同学们发出“关注学校食品安全、保障
师生身体健康”的倡议：

1、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自觉抵制不洁、不卫
生食品的诱惑。

2、不到学校周边无证照的商贩的摊位上购买食物。

3、注意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不购买和食用变质、过期、
不合格的食品。

4、养成良好的饮食和卫生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不喝生水，
自带餐具就餐，不使用公用餐具，把住病从口入这一关。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抵制“三无”食品和超过保质期
限的食品，不随地乱仍果皮纸屑。

希望广大师生都能积极的行动起来，日常多了解一些食品安
全的知识，健康、科学地消费，提高自觉抵制劣质食品的意
识和能力，保证身体健康，杜绝食源性疾病和食物中毒事故
的发生。



倡议人：

时间：x年xx月xx日

食品安全的倡议书篇五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近期经常有关于食品安全题目的新闻报导，食品安全题目已
迫在眉睫的需要解决，小学生更要重视食品安全的题目，下
面有一些关于食品安全的小知识，给大家参考：

1、易被污染的食品：

夏季气温升高，湿度大，合适各种致病微生物繁殖，食品易，
再加上苍蝇叮爬，污染食品，假如人吃了被病菌或病菌毒素
污染的食品，便可能引发食品中毒。所以不要吃隔夜的食品。

2、留意食品标签的保质期，我们从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上可以
辨认食品的新鲜程度。食品的保质期或保存期自生产成品之
日起计算。

3、食品添加剂是指为改善食品的品质和色、香、味，和为防
腐和加工工艺的需要，加进食品中的化学合成物质和自然物
质。“苏丹红”、“吊白块”、“糖精钠”等对人体有毒有
害的是严禁作为添加剂在食品生产中使用的。尽可能不要食
用有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4、查看是否是有“qs”标志、查看标签内容是否是科学规范、
查看标签的内容是否是(文章转贴自实用工作文档栏目) 真实。

5、同学们到正规商店里购买，不买校园周边、街头巷尾
的“三无”食品。、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食品，尽可能选择
信誉度较好的品牌。仔细查看产品标签。食品标签中必须标



注：产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日期、
保质期、产品标准号等。不买标签不规范的产品。食品是否
是合适自己食用。不盲目随从广告，广告的宣传实在不代表
科学，是商家利益的体现。

6、同学们还要多吃健康绿色食品，抵制烟熏油炸的食品，在
选蔬菜的时候，可以适当选择有虫眼的，最少农药少。

7、留意勤洗手，“病从口进”是一个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