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方面的心得体会 食品安全培训
学习心得体会(实用9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心
得体会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
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
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食品安全方面的心得体会篇一

近几年来，由于关于食品安全的事件层出不穷，食品安全问
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下面给大家分享食品安全
培训学习的心得体会，欢迎借鉴！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教育部《关于深
入开展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根据
上级安排，我参加成都市举办的为期五天的培训，聆听了专
家们的讲座，受益匪浅。

一、食堂工作人员与食堂从业人员签订层层安全责任书，形
成健全的学校食品安全管理组织机构。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
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学校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学校食堂进行
全面的安全检查工作。

二、严格按照《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餐饮
服务许可证》。并严格按照《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的规
定开展工作。

三、制订并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每日两次对工作环
境进行清洁并保持使食堂工作环境经常性的清洁卫生。严格
执行食堂“四防”，有消除老鼠、蟑螂、苍蝇和其他有害昆



虫及孳生条件的防护措施。

四、建立从业人员健康管理档案，定期进行健康查体并领取
健康证书，做到了从业人员持有有效的体检合格证上岗。按
照规范，食堂从业人员当患有妨碍食品安全的疾病时及时上
报，食堂管理人员及时调整工作岗位。

五、积极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从业人员掌握必要
的食品安全知识。对食堂从业人员定期进行食品安全知识教
育和食品安全技能培训，并建立从业人员培训档案。

六、落实索证、索票制度。采购食品及原料严格按照上级主
管部门的要求，实行食品及原料的准入制度。坚决杜绝国家
禁止使用的或来历不明的食品及原料、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
关产品，严把好进货渠道关。对蔬菜原料进行农药残留检测，
合格后方可使用。学校食堂采购食品及原料、食品添加剂及
食品相关产品时，及时索要其卫生许可证、产品质量检测报
告等。建立健全食品及原料进货台账。建立严格的进货检查
验收制度，进货验收后，检验人员要签字负责，并注意产品
保质期，原料、食品储存必须在保质期内使用，严格避免出
现过期食品及原料。食品及原料的存放，严格按照管理要求
进行分类存放。

七、清洗消毒。食堂备有有效地洗涤消毒设施和餐具架，能
够使餐具和炊具保持清洁。消毒用具与其他用具分开存放，
消毒人员能够掌握消毒液消毒和高温消毒的基本消毒常识，
餐具、炊具消毒效果能够达到规定要求。

八、加强食品加工制作管理。食品加工和制作环境中禁止存
放有毒、有害物品以及个人生活物品。原料、半成品和成品
的存放，按照区域规划进行分类存放和加工。运输合存放食
品原料的工具和设备设施经常清理，保持清洁。购买原料和
食品注意保质期，做到有计划的少买勤买，杜绝使用超期变
质等影响食品安全的可以食品和原料。食品原料加工清洗过



程，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要求进行操作，清洗彻底，生熟分开
加工和存放，严格杜绝未加工清洗与已加工清洗的食品及原
料的交叉污染和生熟食品的交叉污染。豆类食品煮熟煮透，
确保食品无毒副作用。冰箱冰柜中存放的食品，存放时间超
过2小时，食用前必须加热。

九、食品留样管理，按照规定要求购买单独存放食品留样的
冰箱，并购置足够数量的存放食品样品的保鲜盒，保证冰
箱24小时通电并正常运行。食品留样有专人负责管理和清理
处理，留样食品存放时间必须达到48小时以上。

十、所需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剂。如：酱油、醋、味精、食
盐、花椒等，做到专店采购。有专人负责、专柜存放、有专
用工具。并且设立专用台账。

通过短短一天的培训是我真正懂得了许多食品安全知识，这
将在我今后的工作中起到无足轻重的作用。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令人堪忧，能否保证餐桌安全，
让学生吃上放心饭成为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民生大事，在此
背景下，我市率先开展食品安全专题培训，我有幸于年月日
参加了此次培训，通过学习，使我对食品安全有了更深的认
识。

作为学校食品安全，我认为应抓好以下工作：

1、对我校的培训工作高度重视，始终把培训工作作为促进食
品安全工作取得实际成效的基础性工作，持之以恒，扎实抓
好。把培训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专题研究和安排部署学习
计划，明确学习重点和内容，动员所有人员提高认识，努力
提高我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综合素质。

2、抓好食品安全的宣传教育，在师生、食堂从业人员中，广
泛开展《食品安全法》的学习，通过小手拉大手、一个学生



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从而带动整个社会，
使之全民认识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提高食品安
全意识。

3、抓好食堂饮食安全管理，严把食品采购关，切断食源性污
染和疾病的发生，大宗食品定点采购，严格索证，建好台账，
严禁采购散装调味品，做好蔬菜农药残留检测，不符合要求
的蔬菜，严禁进入校园，加强食用油、禽畜肉等的检查，确
保安全；加强从业人员卫生安全教育，规范食品加工销售过
程管理，以保证食品卫生安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们将积极行动，落实“全市食
品安全专题培训”会议精神，切实抓好学校食品安全管理，
保证广大学生饮食安全。

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在学校直接关系到广大师
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了提高学校师生参与食品安全
的意识，普及食品安全科学知识。根据定兴县教育局关于进
一步加强学生食品安全教育的通知精神和要求，我校于20xx
年5月6日——5月20日在全校开展了食品安全教育活动。经精
心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活
动，掀起了全校师生广泛参与的食品安全教育活动高潮，取
得了显著成效。具体总结如下：

一、学校领导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方案周密，提高了全校
师生对开展“食品安全进校园”活动重要意义的认识，认真
制定计划、任务落实到人、责任到位，确保了活动顺利开展。

二、在活动期间，我们学校做到了“三个一“，即：上一节
食品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健康教育》课；召开一次食品安全
主题班会；办一期以食品安全为主题的《卫生与健康》宣传
拦。

三、学校开展“食品安全进校园”活动期间，通过在校门悬



挂横幅、张贴标语，宣传食品安全知识，营造“保障食品安
全，建设和谐校园”的良好氛围。

四、活动开展期间，每天中午在校园广播中利用15分钟时间，
向广大师生宣传食品安全，并鼓励大家积极主动投稿，提供
食品安全等相关知识，得到了广大师生的广泛参与。

五、通过开设健康教育课、“生活中的食品安全”专题讲座、
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师生介绍相关的食品安全知识，
如：《如何识别真假商品》、《如何做到健康饮食》、《各
种有色食物对补充微量元素的特效》、土豆变绿不能吃、豆
荚半生吃了中毒等知识，组织学生进行了一次食品安全常识
的全面宣传教育大会，引导学生科学饮食。

六、学校进一步加强了师生饮用水的卫生安全管理，严格把
好源头食品卫生安全关。

通过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普及了食品安全科普知识，增
强了师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健康意识和维权意识，全校上下，
形成了人人关注、支持、参与食品安全的良好氛围。

食品安全方面的心得体会篇二

20__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以158票
赞成、3票反对、4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这部法律的制定始于__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第59次
常务会议，那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
全工作的决定》，在决定中提出了修订《食品卫生法》的要
求。这部法律可以说五年磨一剑。从__年12月首次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至今三年四审，堪称精雕细琢。食品安全法
将于今年6月1日正式实行，它全方位构筑了食品安全法律屏
障，对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增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规范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我



国食品安全整体水平，切实保障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国家的健康发展，关系社会的
和谐稳定。早在改革开放的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
了食品卫生法(试行)，标志着我国的食品卫生监管进入了法
治化轨道。在总结试行法实施经验的基础上，食品卫生法
于1995年正式颁布施行。对保证食品安全，预防和控制食源
性疾病，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的
食品安全状况不断改善。

(一)为什么动议制定食品安全法?

食品卫生法实施十四年期间，正值我国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
的关键时期，食品安全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
要表现在3个方面，食品监管存在着“三大软肋”，一是食品
标准不统一，不科学，有关食品安全评价的科学性有待进一
步提高;食品安全信息公布不规范、不统一，导致消费者无所
适从。二是食品企业社会责任感不强，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责
任不明确，不严格，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对违法企业和行为
处罚力度不够，“红心咸鸭蛋”、“山西毒酒”、“致病福
寿螺”，近年来，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
件，几乎每次事件都是在媒体闹的沸沸扬扬后相关部门才开
始轰轰烈烈的查处。特别是“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震惊
海内外，造成近30万婴幼儿受到损害，5万余名婴幼儿需住院
治疗，伤透了数十万家长的心，人们强烈要求杜绝，严惩这
类违法行为。三是监管体制不合理，监管不到位，执法不严
格，部门之间存在职责交叉，权责不明，导致存在监管的空
白和漏洞，有利争着管，没利都不管，推诿扯皮。

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加快了食品安全
立法的进程。群众反映的社会难点，也是全体人大代表们关
注的焦点，连续多年来，关于“食品安全”的议案数量一直



高居前列，“尽快制定出台食品安全法”成为全体人大代表
的共识。

__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30多名人大代表提出：借鉴发达
国家的经验，制定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食品安全法，以确保
人民身体健康。

__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会，江苏、安徽、河南等10多个代表团
的445位代表分别联名提出14件议案，要求加快制定食品安全
法或修改食品卫生法。

据统计，仅十届全国人大期间，就有3000多人次的全国人大
代表提出食品安全方面的议案、意见和建议。

因而顺应民心，采纳代表意见，也是立法初衷之一。

(二)为什么不是修改食品卫生法而是制定食品安全法?

到底是制定新的《食品安全法》，还是修订已有的《食品卫
生法》?从__年7月开始这一争论三年未休。直到__年12
月，__总理签署的《食品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一锤定音”，宣告法律将以新的名称而不是
《食品卫生法修订案》进入立法程序。

1、理念的提升：“食品安全事关公众健康，政府威望与国际
形象”，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卫生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发展的
战略问题，安全问题。

2、顺应国际立法趋势，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俄罗
斯、日本等国相继制定出台的食品质量领域基本法都是以
《食品安全法》命名的。最终，站在成果的基础上重建取代
了仅仅是对漏洞和不足。



新食品安全法学习心得体会【篇3】

食品安全方面的心得体会篇三

食品安全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何做好食品安全教育
呢?以下是由小编整理关于食品安全教育心得体会的内容，希
望大家喜欢!

首先，我们应该到正规商店里购买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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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尽量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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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是否适
合自己食用;不盲目随从广告，广告的宣传并不代表科学，是
商家利益的体现。

其次，大学生应注意哪些饮食卫生习惯? 白开水是最好的饮
料，一些饮料含有防腐剂、色素等，经常饮用不利于大学生
和少年儿童的健康;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预防肠道寄生虫病
的传播;生吃的蔬菜和水果要洗干净后再吃，以免造成农药中
毒;选择食品时，要注意食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尽量少吃
或不吃剩饭菜，如果吃剩饭菜，一定要彻底加热，防止细菌
性食物中毒;不吃无卫生保障的生食食品，如生鱼片、生荸
荠;不吃无卫生保障的街头食品;少吃油炸、烟熏、烧烤的食
品，这类食品如制作不当会产生有毒物质，危害我们的身体
健康。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多喝纯牛奶和酸奶，多吃水果，
少吃反季节水果。

通过对食品安全的学习，让我更加注重对待“吃”如何吃才
算安全，才算健康，如何食物搭配才更有营养，哪些食物是
不安全的?哪些食物较为安全?在实际生活更好的应用，努力
做到让自己和家人以及身边的朋友吃的更安全、更健康。



孩子已经6岁了，有一天放学回家时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妈
妈，我们以后买吃的时候一定要看有没有qs标志，有qs的只
能吃”。第一次从一个6岁孩子的口中说到qs，挺让我吃惊的，
我问孩子是怎么知道的，孩子告诉我是幼儿园的老师教的。

第二天到学校一问老师才知道，幼儿园正在对孩子们进行安
全教育，其中一项就是食品安全。学校的这一举措，让我们
对学校教育更加放心。

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所以有”民以食为天”之说。
经过基本温饱、营养平衡、心理美学、生物功能活性等几代
食品的发展后,消费者又回到了与自己有切身厉害关系的食品
安全问题上。

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就有了
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也就是孩子口中所说的“qs”。食
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是政府为保证食品的质量安全,对具
备规定条件的生产者才允许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具备规定条件
的食品才允许生产销售而实行的一项监管制度,它是一项行政
许可制度。其包括以下3项具体制度：(1)对食品生产企业实
施生产许可证制度;(2)对企业生产的食品实施强制检验制
度;(3)对实施食品生产许可制度的产品实行市场准入标志(qs
标志)制度。

对于孩子来说，这一些文字的解释是难以理解的，而且食品
安全教育也并不是这么简单，但是学校在进行食品安全教育
时，能让孩子记住“qs”就已经很成功了。更为重要的是，食
品安全教育让孩子初步地认识到了食品安全的重要，孩子知
道吃了不干净、不卫生的食品肚子会痛、会拉肚子，这促使
孩子对食品的安全有了一定的警觉性，为她形成良好的饮食
习惯奠定的基础，这其实也是养成教育的一部分。

孩子在幼儿时期对每一种事物的认知基本上是模糊的，但就
是这种模糊的认知，却是孩子形成正确认识的必经之路。只



有在这个模糊阶段，让孩子形成正确的“模糊”，才能让他
们在不断成长中对事物的认知逐渐清晰、明了。进而形成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孩子的教育分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之间
是不可分、也是不可替代的。只有三方面的教育相辅相成，
才能成功地对孩子进行教育。现在，我的孩子即将结束三年
的幼儿园生活，进入小学阶段，她在幼儿园在形成的良好行
为习惯将对下一阶段的系统性学习起到积极的作用，让孩子
进一步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

从20xx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到20xx年《食品安全法》的诞生，
食品安全一直是百姓一直担忧的一个重要问题。在20xx年微
博上，曾盛传过这样一个段子：“中国人的胃‘很结实’，
它负责消化一切：胶面条、皮革奶、镉大米、瘦肉精、三鹿
粉、甲醇酒、人造蛋、纸腐竹、地沟油、罂粟汤……”。

从这样的调侃中，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
的担忧。民以食为天，而今却谈“食”色变，随着很多劣质
食品被曝光，恐怕人们已经无法对身边的食物安安心心地食
用了。对于企业这种极其违背道德的行为，令人感到愤怒，
也让人们对于社会公德的丧失感到心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食品安全问题连称惭愧。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
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始终是百姓关注热点。今年两会，全
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再次重点关注食品安全这个话题，他
们继续为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建言献策。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信用问题变得格外重要。当前一
些违法犯罪分子利欲熏心，不惜以他人的生命健康为代价，
生产经营有毒、有害食品，非法牟取暴利，不但严重损害整
个食品行业的形象、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且容易引发民



众恐慌、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形象。

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长久而复杂的问题，应该通过长期不懈
的努力，建立更加完善的国家执法和监督体系，加强对企业
的道德信用体系的监管，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信用档案，真
正在全社会建立产品源头可追溯、去向可追踪、信息可存储、
产品可召回、查有线索、找有依据的良性运行机制。提高人
们对企业的信任度，也希望企业能够负责的承担起自己的社
会责任，更让百姓放心。

在两会闭幕之际，我们已经看到一幅让人憧憬的蓝图。调结
构，惠民生，保稳定。“”规划纲要提出了未来5年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要目标，设计了一条指引中国走向未来的“路线
图”。希望政府更多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多办实事，真正提
高人民的幸福指数，将发展的成果惠及到更多人身上，让人
们的生活安定和舒心。

近几年来，由于关于食品安全的事件层出不穷，食品安全问
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些事件暴露了我国食品
安全的监督和管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下面就我就几个
方面来讲讲加强食品安全性的几项措施：

一、强化源头管理

近年来我国食品产业发展快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加
大，但同时由于准入门槛低等原因，大量食品企业规模小、
分布散、集约化程度不高，自身质量安全管理能力较低。庞
大的食品生产消费量、众多的生产经营者，再加之食品安全
监管体制机制还不健全，这些我国食品安全基础薄弱的最大
制约因素。要从根源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首先应建立从农
场到餐桌全过程的产业链监控体系，无论是蔬菜还是肉食，
只要是食品范畴都应该列入监控范围之内。从生产资料如水、
土壤、饲料开始，就应该加强监控，不能等到进入市场时再
检测。



二、建立信用档案加大教育宣传

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凸显了我国食品行业的信
用缺失问题，信用缺失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食品行业健康发展
的重要因素。为此政府应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信用档案，真
正在全社会建立产品源头可追溯、去向可追踪、信息可存储、
产品可召回、查有线索、找有依据的良性运行机制。同时，
完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机制，加大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力度。
当前公众的食品安全防范意识、法制观念并未有大的加强，
教育是食品安全防御措施的基本环节。社会应形成一种氛围，
使食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兼具食品安全的支持者、
维护者和创造者三重身份，从而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
力。

三、整合监管机构

我国食品安全管理分别由食品药品监管、农业、商务、卫生、
质监、工商等多部门实施分段管理，可能出现“多头分散、
衔接不紧”的状况。因此应该进一步理顺食品安全管理体制，
由一个部门为主实施“综合性、专业化、成体系”的监管。
不论食品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追究该部门的责任，从而
避免监管缺位或者职责交叉、责任不清，最大限度地堵住监
管漏洞。

四、加大执法力度

在我国，之所以出现接连不断的食品安全事件，与法律对违
法者的惩罚力度是有关系的。当企业违法时，中国法律对其
的处罚是：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
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这种标准的处罚丝毫不
能威慑到企业。一些违法食品生产商就是因为“过低的违法
成本”，才敢生产“问题食品”。因此，要对食品安全违法
犯罪活动始终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违反法律法规的要
从严惩处。



食品安全方面的心得体会篇四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个人
的身体健康，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尽管它有如此大的重要
性，但却屡禁不止，每年都有食品问题出现。应对这样的问
题，我感觉很悲哀，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态度不明确，不
坚挺，导致这样的问题成出不穷，屡禁不止，值得我们深刻
的反思。

谈到食品安全，那首先要明白什么是食品安全。简单的讲食
品安全就是对人体健康，对生命安全，对食品的更高要求就
是没有受到环境的污染。

大家都明白食品质量安全关注的重点就是食品的污染对人类
的健康、安全带来的威胁。作为一名中学生，我更深知学校
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学校的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同学们的身
体健康，在学校和社会齐抓共管的同时，同学们自我也要学
会怎样辨别安全和卫生的食品。

第一要明白的常识，不是含食品添加剂的食物就必须不安全
不卫生，严格按照国家标准使用食品添加剂，是不会对人体
健康产生影响的。主要是此刻一些不良食品生产销售商，超
范围、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或使用工业级原料顶替食品
添加剂的行为，将严重危害消费者的健康。

第二食品在食用前必须要彻底清洁。生吃瓜果要洗净。瓜果
蔬菜在生长过程中不仅仅会沾染病菌、病毒、寄生虫卵，还
有残留的农药、杀虫剂等，如果不清洗干净，不仅仅可能染
上疾病，还可能造成农药中毒。另外也要避免进食生鲜或未
经彻底加热的鱼、虾、蟹和水生动植物，以防止未被加热杀
死的细菌病毒寄生虫进入人体导致传染病发生。

第三就是不要食用一些来路不明的动植物，不要认为野生的
东西就是营养的，大家应当明白非典，致命的冠状病毒可能



来自于野生动物的果子狸，一些动植物体内本身包含天然毒
素。

第四选择新鲜和安全的食品。购买食品时，要注意查看其感
官性状，是否有腐败变质。尤其是对小食品，不要只看其花
花绿绿的外表诱人，要查看其生产日期、保质期，是否有厂
名、厂址、生产许可证号(qs号)等标识。不能买过期食品和
没有厂名厂址的产品。否则，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无法追究。

第五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到没有卫生许可证的小摊贩处
购买食物。饮用贴合卫生要求的饮用水，最好是喝白开水。
提倡体育锻炼，以增强机体免疫力，抵御病菌的侵袭。

只要我们认识和了解食品安全知识，掌握一些预防方法，提
高自我卫生意识，就能最大限度减少食物中毒的风险度，健
康消费、科学消费、安全消费，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食品
安全的问题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履行起我们共同的
职责，构建和谐健康的.生活。

学习食品安全法的心得体会精选篇3

食品安全方面的心得体会篇五

近年来，随着_x等事件先后曝光后，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令
人堪忧，能否保证餐桌安全，让学生吃上放心饭成为各级政
府亟待解决的民生大事，在此背景下，我市率先开展食品安
全专题培训，我有幸于年月日参加了此次培训，经过学习，
使我对食品安全有了更深的认识。

作为学校食品安全，我认为应抓好以下工作：

1、对我校的培训工作高度重视，始终把培训工作作为促进食



品安全工作取得实际成效的基础性工作，持之以恒，扎实抓
好。把培训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专题研究和安排部署学习
计划，明确学习重点和资料，动员所有人员提高认识，努力
提高我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综合素质。

2、抓好食品安全的宣传教育，在师生、食堂从业人员中，广
泛开展《食品安全法》的学习，经过小手拉大手、一个学生
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从而带动整个社会，
使之全民认识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提高食品安
全意识。

3、抓好食堂饮食安全管理，严把食品采购关，切断食源性污
染和疾病的发生，大宗食品定点采购，严格索证，建好台账，
严禁采购散装调味品，做好蔬菜农药残留检测，不贴合要求
的蔬菜，严禁进入学校，加强食用油、禽畜肉等的检查，确
保安全;加强从业人员卫生安全教育，规范食品加工销售过程
管理，以保证食品卫生安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们将进取行动，落实“全市食
品安全专题培训”会议精神，切实抓好学校食品安全管理，
保证广大学生饮食安全。

食品安全方面的心得体会篇六

近几年来，由于关于食品安全的事件层出不穷，食品安全问
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些事件暴露了我国食品
安全的监督和管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下头就我就几个
方面来讲讲加强食品安全性的几项措施：

一、强化源头管理

近年来我国食品产业发展快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加
大，但同时由于准入门槛低等原因，很多食品企业规模小、
分布散、集约化程度不高，自身质量安全管理本事较低。庞



大的食品生产消费量、众多的生产经营者，再加之食品安全
监管体制机制还不健全，这些我国食品安全基础薄弱的最大
制约因素。要从根源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首先应建立从农
场到餐桌全过程的产业链监控体系，无论是蔬菜还是肉食，
只要是食品范畴都应当列入监控范围之内。从生产资料如水、
土壤、饲料开始，就应当加强监控，不能等到进入市场时再
检测。

二、建立信用档案加大教育宣传

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凸显了我国食品行业的信
用缺失问题，信用缺失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食品行业健康发展
的重要因素。为此政府应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信用档案，真
正在全社会建立产品源头可追溯、去向可追踪、信息可存储、
产品可召回、查有线索、找有依据的良性运行机制。同时，
完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机制，加大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力度。
当前公众的食品安全防范意识、法制观念并未有大的加强，
教育是食品安全防御措施的基本环节。社会应构成一种氛围，
使食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兼具食品安全的支持者、
维护者和创造者三重身份，从而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
力。

三、整合监管机构

我国食品安全管理分别由食品药品监管、农业、商务、卫生、
质监、工商等多部门实施分段管理，可能出现“多头分散、
衔接不紧”的状况。所以应当进一步理顺食品安全管理体制，
由一个部门为主实施“综合性、专业化、成体系”的监管。
不论食品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追究该部门的职责，从而
避免监管缺位或者职责交叉、职责不清，最大限度地堵住监
管漏洞。

四、加大执法力度



在我国，之所以出现接连不断的食品安全事件，与法律对违
法者的惩罚力度是有关系的。当企业违法时，中国法律对其
的处罚是：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能够向生产者或者
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这种标准的处罚丝毫不
能威慑到企业。一些违法食品生产商就是因为“过低的违法
成本”，才敢生产“问题食品”。所以，要对食品安全违法
犯罪活动始终坚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违反法律法规的要
从严惩处。

学习食品安全法的心得体会精选篇5

食品安全方面的心得体会篇七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令人堪忧，能否保证餐桌安全，
让学生吃上放心饭成为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民生大事，在此
背景下，我市率先开展食品安全专题培训，我有幸于年月日
参加了此次培训，通过学习，使我对食品安全有了更深的认
识。

作为学校食品安全，我认为应抓好以下工作：

1、对我校的培训工作高度重视，始终把培训工作作为促进食
品安全工作取得实际成效的基础性工作，持之以恒，扎实抓
好。把培训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专题研究和安排部署学习
计划，明确学习重点和内容，动员所有人员提高认识，努力
提高我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综合素质。

2、抓好食品安全的宣传教育，在师生、食堂从业人员中，广
泛开展《食品安全法》的学习，通过小手拉大手、一个学生
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从而带动整个社会，
使之全民认识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提高食品安
全意识。



3、抓好食堂饮食安全管理，严把食品采购关，切断食源性污
染和疾病的发生，大宗食品定点采购，严格索证，建好台账，
严禁采购散装调味品，做好蔬菜农药残留检测，不符合要求
的蔬菜，严禁进入校园，加强食用油、禽畜肉等的检查，确
保安全；加强从业人员卫生安全教育，规范食品加工销售过
程管理，以保证食品卫生安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们将积极行动，落实“全市食
品安全专题培训”会议精神，切实抓好学校食品安全管理，
保证广大学生饮食安全。

食品安全方面的心得体会篇八

近日，五年一度的“两会”刚刚落下帷幕，许多与人类息息
相关的热点民生问题被人们热议，并受到国家及百姓的广为
重视。为了深入贯彻学习两会精神，我们硕士11班全体党员
于3月19日下午，在二教619进行了集中探讨与学习，大家各
抒己见，交谈甚欢，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个人
的身体健康，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尽管它有如此大的重要
性，但却屡禁不止，每年都有食品问题出现：吃大米怕农药
超标，喝水怕有污染，喝酒怕是假酒。今年，省人大会将继
续将食品安全问题作为专题询问的重点，各委员为此踊跃建
言献策，进一步深化对食品安全执法监督，督促政府有关部
门履行职责。

近日，在对“食品安全”的分项调查中显示：53.7%的网友认
为导致现在食品安全问题多发的原因，主要是执法部门监管
不力、执法不严;26.6%的网友认为是相关法律不健全、惩罚
力度不够。另外，引人注意的是，高达62.1%的网民表示，遇
到了问题食品，不知道到哪投诉，最终选择忍耐。对此，有
网友调侃道：长期受问题食品毒害的中国人早已变得“百毒
不侵”了。



对于目前备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既源于监管部门有法不
依、执法不严，也来自企业的道德滑坡。一些食品行业企业
家利欲熏心，为了获得最大利益，添加一些不该添加的东西，
不注重加工环境，钻法律的空子。而一旦东窗事发，只是简
单的罚款已不足以对企业造成影响。所以在对严重违反食品
安全企业采取法律措施的同时，用最严厉的经济措施，让违
法者倾家荡产。只有这样，才能以儆效尤，逐渐减少并最终
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地沟油事件还没有尘埃落定，麦当劳事件又接踵而来，而更
让我们吃惊的是，本以为这次事件的爆发会暂时阻止人们对
洋食品的热衷并给麦当劳一重磅，但是结果恰恰相反，有的
人甚至力挺麦当劳，并声称：“相对于中国其他食品安全问
题，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并且在各地的麦当劳等店
内，仍然是生意火爆。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感觉很悲哀，人
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态度不明确，不坚挺，导致这样的问题
成出不穷，屡禁不止，值得我们深刻的反思。

所以我国应健全和完善食品安全诉讼制度，提高违法成本，
重典治乱，给予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者最大震慑，抑制违法冲
动;要建立起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负责、社会监督互动
的新型治理机制，实现外部他律与行业自律相结合，在法律
威慑力的基础上提高道德约束力;要抓源头治理，解决好分段
监管中的衔接问题，减少监管交叉做好全程全时“无缝”监
管;要推进堵截与疏导相结合，既要重拳出击、堵住食品安全
隐患，又要因势利导，构建食品废料的政府回收利用渠道，
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引导小作坊小摊贩规范运营。

作为研究生的我们，更要起好模范带头作用，对一些不卫生
的街边小摊要多加注意，一旦发现问题一定要坚决抵制，让
其无法在立足。切实保护好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共同营
造一个健康、绿色的校园环境!



食品安全方面的心得体会篇九

近几年来，由于关于食品安全的事件层出不穷，食品安全问
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些事件暴露了我国食品
安全的监督和管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下面就我就几个
方面来讲讲加强食品安全性的几项措施：

一、强化源头管理

近年来我国食品产业发展快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加
大，但同时由于准入门槛低等原因，大量食品企业规模小、
分布散、集约化程度不高，自身质量安全管理能力较低。庞
大的食品生产消费量、众多的生产经营者，再加之食品安全
监管体制机制还不健全，这些我国食品安全基础薄弱的最大
制约因素。要从根源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首先应建立从农
场到餐桌全过程的产业链监控体系，无论是蔬菜还是肉食，
只要是食品范畴都应该列入监控范围之内。从生产资料如水、
土壤、饲料开始，就应该加强监控，不能等到进入市场时再
检测。

二、建立信用档案加大教育宣传

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凸显了我国食品行业的信
用缺失问题，信用缺失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食品行业健康发展
的重要因素。为此政府应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信用档案，真
正在全社会建立产品源头可追溯、去向可追踪、信息可存储、
产品可召回、查有线索、找有依据的良性运行机制。同时，
完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机制，加大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力度。
当前公众的食品安全防范意识、法制观念并未有大的加强，
教育是食品安全防御措施的基本环节。社会应形成一种氛围，
使食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兼具食品安全的支持者、
维护者和创造者三重身份，从而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
力。



三、整合监管机构

我国食品安全管理分别由食品药品监管、农业、商务、卫生、
质监、工商等多部门实施分段管理，可能出现“多头分散、
衔接不紧”的状况。因此应该进一步理顺食品安全管理体制，
由一个部门为主实施“综合性、专业化、成体系”的监管。
不论食品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追究该部门的责任，从而
避免监管缺位或者职责交叉、责任不清，最大限度地堵住监
管漏洞。

四、加大执法力度

在我国，之所以出现接连不断的食品安全事件，与法律对违
法者的惩罚力度是有关系的。当企业违法时，中国法律对其
的处罚是：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
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这种标准的处罚丝毫不
能威慑到企业。一些违法食品生产商就是因为“过低的违法
成本”，才敢生产“问题食品”。因此，要对食品安全违法
犯罪活动始终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违反法律法规的要
从严惩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