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食品安全工作汇报稿 食品安全工作
汇报(大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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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社区食品安全工作汇报稿篇一

6 月 21 日下午，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市人
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和《湖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以
下简称“一法一条例” )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进行分组审议。
与会的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畅所欲言，对食品安全监督部门依
法履职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同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建
议与批评。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食品安全执法检查方案的总体安排，在 4
月 29 日召开的“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工作推进会后，市
人大常委会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组分成 5 个执法检查小组对
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 13 个县(市、区)贯彻实施“一法一
条例”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并委托县(市、 区)人大常委
会(工委)对本辖区内“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情况进行了检
查。

检查组在沿用以往听取汇报、查阅台账资料、座谈调研、实
地查看等检查方式的同时，首次采用随机抽查、突击检查、
明查暗访等多种监督方式，对食品重点企业、重点场所、重
点领域开展执法检查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达到了执法
检查的预期目的。



从检查情况来看，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能较好贯彻执行“一法
一条例” ，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加大监管力度，全市食品安
全形势稳中趋好，近年来没有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但同时也发现，一些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经营主体的食品安
全责任意识还不够强，生产经营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食
品安全监管还存在一定缺位现象以及食品安全执法不够严格、
食品安全保障能力与当前形势不相适应等问题。

在分组审议会议上，与会的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抱着对人民群
众的安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针对存在
的问题，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审议发言时毫不客气。委员杨
煊指出，成绩固然可喜，但目前发现的问题也是触目惊心。
一些人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却不负责任，存在严重的失职渎职
甚至腐朽问题，个别人在利益的驱使下甚至与黑心作坊、不
法分子狼狈为奸，一起坑害百姓。

对于监管、违法打击不力问题，委员王琛对希望有关职能部
门一定要跟踪督办，常搞回头看以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委员
刘明武指出， 食品安全影响生命健康，要注重检查发现的问
题整改落，适时开展回头看， 起到打击一批、 震慑一批的
效果。委员刘岚表示，光罚款不能触动根本，必须要公布不
合格产品并让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管当中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石希欣在认真听取常委
会组成人员的发言后强调指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食品安全涉及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是当前和今后市人大
常委会监督的重点工作，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市县两级政府
及相关部门要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得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对于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和问题的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
行业和重点企业，要深入开展专项集中整治，切实做到问题
不解决不放过，责任不追究不放过。对整改不到位、不落实、
不见效，满意度测评未通过的，市人大常委会将督促市政府
及相关部门进一步抓好整改，直至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放心



满意。

社区食品安全工作汇报稿篇二

“五一”来临之际，为确保全乡人民过一个安定、祥和的节
日，保障广大群众身体健康和饮食安全，我乡按照文件要求，
对我乡“五一”期间食品安全进行全面检查，现将有关情况
汇报如下。

在“五一”期间，我乡以粮油、肉及肉制品、酒类、乳制品、
蔬菜、水果、卤制品、儿童食品等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
相关的食品为重点品种，以农村、人群集中场所为重点区域，
以食品种植养殖、生产加工、流通、消费为重点环节，以集
贸市场、超市、餐饮业等为重点单位，全面开展监督检查。

乡农业服务中心加强对农业投入品使用的监管，对我乡辖区
内的农药、兽药、渔药、饲料等商店进行了全面检查。未发
现安全问题。

乡畜牧站加大对畜禽产品的检验检疫力度，加强了对畜禽屠
宰行业的监管，严厉查处和打击私屠乱宰、加工注水肉、病
害肉的违法行为，坚决杜绝了不合格肉品流入市场。

乡安办开展针对粮油、饮料、肉制品、酒类、豆制品、面、
糖果、糕点等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检查工作，未发现使用
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和滥用食品添加剂、非法加工及无证生
产食品的违法行为。对小摊点、小卖店、餐馆经销食品进行
监管，杜绝了“三无”、过期霉变、有毒有害食品进入流通
领域。同时加强对群体性聚餐的'监督管理和指导，防止了群
体性食物中毒事故的发生。

社区食品安全工作汇报稿篇三

为进一步加强我社区食品安全监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按照县、镇有关部门要求，结合我社区实际，明确目
标任务，协调联动。现将我社区的工作进展汇报如下： xx社
区为切实抓好我社区食品质量安全的整治，大力开展食品质
量安全专项整治，确保我社区群众健康、安全。

一、领导重视，目标明确。

我社区领导高度重视，全面落实责任制，分级负责，切实加
强食品安全检查治理工作，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

二、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利用散发宣传资料等多种方式向我社区的食品经营单位等进
行宣传，我们通过走访、集中培训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对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进行集中宣传，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
使广经营者学法、懂法、依法经营；并签订责任书500多份，
形成治理工作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加强整治，效果明显。

对辖区内的有食品经营单位进行深入细致的排查并登记造册，
全面掌握质量安全状况。在餐饮服务环节，我社区在有关的
带领下，多次对辖区内餐饮服务店进行集中检查，重点检查
有无采购、使用来源不明或不合格食品，并向他们宣讲了食
品安全的重要性。

四、今后工作方向。

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安全，我们长期不懈做好：一是加大宣
传力度；二是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三是注重群众
参与，建立和完善群众自治制度，充分调动群众举报违法违
规问题的积极性；同时加强日常监管，定期不定期的开展隐
患排查，确保我社区餐饮服务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



社区食品安全工作汇报稿篇四

20xx年上半年，我局在省工商局和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继
续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创新监管手段，狠抓工作任务
的落实，充分发挥了自身职能作用，较好地完成了流通环节
食品安全监管的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现将有关情况
总结如下：

（一）认真开展了各项食品市场专项整治

先后组织开

展了元旦、春节“两节”食品市场和“五一”和“端午”节
期间食品安全集中整治，集中开展奶制品市场专项执法检查和
“无抗奶”市场清查、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
添加剂专项整治和含苏丹红辣椒红色素和辣椒粉市场清查、
加强农村市场监管维护农村市场秩序和农村食品市场专项执
法检查、打击酒类市场“傍名牌”行为等活动。通过各类专
项整治和执法检查，全市系统出动执法人员13900多人次，检
查食品经营户20600多户次，共取缔无照经营户16户、捣毁制
假窝点8个、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14件，查获假冒伪劣
食品1.2万多公斤，价值34万多元。维护了食品市场和节日消
费安全。

（二）强化了食品安全日常监管

认真贯彻《工商行政管理所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规范》，
按照“六查六看”要求，将监管重心下移，严格落实基层工
商所食品安全日常巡查和属地监管责任制，突出重点场所、
重点区域、重点销售者，采取增加巡查频次、完善巡查内容、
提高巡查效率等措施，有针对性地开展市场巡查，及时发现
和查处违法违章行为，依法加大对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
案件的查处力度，切实规范食品销售者的经营行为。要将食
品市场巡查与经济户口管理、食品质量监测、食品分类监管



与信用分类管理等结合起来，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记
录制度，建立违法案件信息库，完善监管档案，并加强对监
管数据的统计分析，切实提高了日常巡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加强了食品质量监测和食品快速检测

今年上半年，加强了对重点食品的食品质量监测，配合省局
和自己组织对熟食、粉丝、儿童食品、桶装水、啤酒等进行
了质量抽检，抽样65组，对经检测不合格的食品进行了没收，
对经营不合格食品的经营者进行了处罚。为加强食品快速检
测，我局投资60多万元，建立了**市食品快速检测站，同时，
制定了《**市工商局20xx年食品快速检测计划》，开展统一
食品快速检测，重点检测肉类、奶制品、干果、蔬菜、水果、
食用油、水产品等，全市系统共快速检测2800多个样品，合
格率达到99％以上。

（四）深入开展学习宣传贯彻《食品安全法》活动

一是起草下发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实施方案》，开展了学习宣传贯彻
《食品安全法》宣传周以及《食品安全法》学习宣传月、流
通环节食品安全整顿月和执法月活动。二是采取了举办培训
班和专题讲座、网上答疑、全员考试、发放宣传资料、张贴
横幅标语、现场咨询、在公共场所和办公区开辟宣传专栏、
媒体宣传、出动宣传车等方式，对《食品安全法》的贯彻实
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全市系统组织集中学习、培训班
和专题讲座共35次，培训人员1500多人次，网上答疑2次，全
员考试1次，发放宣传资料30000多份，张贴横幅标语216条，
现场咨询11次，媒体宣传41次，在公共场所和办公区开辟宣
传专栏131个，出动宣传车50余台。

（五）推进食品市场诚信体系建设

一是积极参与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百城万店无假货”活



动。制定和下发了《**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20xx年“百城万
店无假货”活动实施方案》，参加了3月13日在九亿步行街举
行的**市首届“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启动仪式和对授牌企
业和经营户的检查验收，开展了真假商品现场咨询活动。二
是扎实开展创建“农村食品放心示范店”联系点工作。在今
年初，为61个乡镇示范店联系点进行了验收和授牌，目前，
采取局领导和股所干部挂点联系的方式，在所有行政村或中
心村开展创建工作，确保在今年年底前每一个行政村或中心
村有一个示范店联系点。

（一）强化了组织领导和责任追究。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食品
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流通环节食品安全属地监管
领导责任制、职能机构指导监督责任制和食品安全基层监管
岗位责任制。我们针对人员变动和工作任务的变化，及时调
整了流通环节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和各成
员单位的工作职责，切实做到了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
体抓，相关职能机构按职责分工协作抓的工作格局。我局党
组和各县市区局党组（党委）高度重视，多次召开党组（党
委）会、局长办公会专题研究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及时解决
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把监管责任落到实处，各级工
商局都与当地政府签订了《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书》，县市区
局与市局、工商所与县市区局、管片干部与所长层层签订了
《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状》。

社区食品安全工作汇报稿篇五

自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以来，在区食药安办的组
织协调下，在农林、质监、工商、卫生、贸粮等部门的共同
努力下，北仑区完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是健全食品安全群众监督网络。督促各街道、乡镇及时对
食品安全领导小组成员和村、社区公共安全协管员进行了调
整；健全公共安全协管员工作制度，督促各街道（乡镇）制



定出台了20__年度公共安全协管员食品安全工作考核办法。
着手开发街道、乡镇和村、社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网络平台，
通过建立共享平台，依靠信息化手段，提高工作效率。

二是开展农产品标识试点工作。在新的蔬菜基地进行了农产
品标识试点工作，目前已给50户基地承包农户统一制作了标
识带，每户的标识带为500米，对基地承包农户进行编号，将
包装印刷编号与个人绑定，统一管理，按号追溯，逐步建立
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

三是扩大地产食品抽检覆盖率。按照地产食品生产企业和市
场地产食品两头抽检的原则，制订20__年度全区地产食品产
品质量抽检计划，目前正分步实施。截至目前，已巡查企
业15家，抽检水产品6批次、糖果3批次、糕点2批次、黄酒3
批次、粮食加工品2批次、肉制品6批次、罐头1批次、原辅
料5批次，对1批次纯净水实施比对测试，结果合格。

四是完善星级评定规范“放心店”管理。目前，已设立“放
心店”167家，开通2辆“放心流动车”，街道、乡镇连锁超
市覆盖率达100%，行政村、社区“放心店”覆盖率达100%，
统一配送面达75%以上。重点开展“放心店”的评价工作，按照
《北仑区星级放心店评定办法》，结合商品配送、投诉情况、
业主表现等，经过综合评价，对全区准星级“放心店”进行
星级评定，健全奖惩机制。

五是推广豆类制品冷链运输及销售。截至目前，星阳菜场已
全面完成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豆制品冷链销售专柜增至5个，
大润发超市已增设豆制品冷链销售专柜6个，加贝大卖场20个，
家乐福4个。同时，采取政府补贴、企业自筹等办法，宁波亨
霸豆制品有限公司投入12万元新购豆制品冷链配送车一辆，
从配送环节确保豆制品安全。

六是推进卫生监督网格化管理。明确了我区卫生监督现场执
法模式的总体框架，确定数据传输模式为3g网络实时传送，



实施了网络改造和软件升级。截至目前，区卫生部门已初步
落实15万资金，用于硬件采购，目前正与相关供货商就硬件
采购事项进行洽谈，并进行现场执法数据传输测试。通过信
息化手段，积极探索餐饮监管新模式。

社区食品安全工作汇报稿篇六

为做好省级食品安全城市创建工作，我镇认真贯彻落实《赤
壁市开展省级食品安全城市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各项工作
领导重视、部署及时、推进有力，开局良好。

20xx年我镇监督检查全镇食品生产经营单位99家，共272家次，
监管覆盖率达100%：其中餐饮服务单位74家次，奶粉店6家次，
校园周边食品经营户15家次，出动执法车辆50车次，出动执
法人员627人次，立案6起。重点检查：粮、油、肉、蔬菜、
水果、奶粉及奶制品、调味品、豆制品、水产品、饮料、酒、
月饼、儿童食品、保健食品、快餐食品及熟肉制品等。快检
食品（蔬菜）4批次，抽检食品2批次，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30份，责令限期整改到位。创建食品安
全示范店5家，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培训155人次，发放了食品
安全宣传单200份、张贴野生毒蘑菇通告12份、牵拉食品安全
横幅3条。

一是完善组织管理体系。我镇统一组织领导、具体协调辖区
食品安全工作，成立了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工作领导小组。
针对食品安全重点问题、重点区域、重点品种严格落实监管
责任。每个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配备了专职或兼职食品安全管
理员，建立并落实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履行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

二是建立健全监管网络机制。完善我镇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
及其办公室。建立乡镇食品安全协管员队伍、乡村食品安全
信息员队伍、乡村宴请联络队及管理制度，实现监管网络全
覆盖。



三是实施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工程。组织食品经营者及从
业人员参与市食药监局举办的食品安全科普知识宣传教育培
训活动。

四是建立积极有序的应急管理机制。完善食品安全应急预案，
有效处置食品安全事件事故，举报投诉。推进“一票通”制
度。

一是加强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环节监管。控制农兽药残留、
重金属对食用农产品的污染。加强农副产品的抽样检测工作。

二是加强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监管。对辖区内酒坊、油坊、豆
制品作坊、小糕点作坊、米面加工小作坊进行全面摸底清查，
并进行抽样检测，针对问题作坊要求及时停业整改。监督食
品生产加工作坊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完善应急管理机制、
问题食品召回制度等。

三是加强食品流通环节监管。集中开展重点食品及季节性、
节令食品的专项整治，查处“五无”食品和过期变质食品。
监督经营企业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应急管理机制、问题食
品召回制度等。严厉打击食品违法行为。

四是加强餐饮消费环节监管。推进“明厨亮灶”建设和食品
安全示范店创建工作。针对农村集体聚餐存在的安全隐患问
题建立并落实集体聚餐报告备案登记制度。凡聚餐人数50人
以上的群体宴，举办者对举办宴食品安全承担主体责任；举
办者必须在宴请前向当地村（居）民委会报告，并由村（居）
民委会向镇政府、镇食药所报告，确保农村不发生群体性食
物中毒事件。持证餐饮单位量化分级管理率已达90%以上。无
重特大食品安全事故。

五是加大宣传力度，推动全社会参与食品安全全程监管。在
辖区内通过上门宣传、拉横幅、发放宣传单、张贴海报等多
种形式向群众宣传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树立食品安全自我保



护意识、维权意识，共同营造食品安全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在中小学学校开学前组织学生开展食品安全知识讲座，加强
对学校食堂及周边商铺食品安全监管。公布举报投诉电话，
鼓励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积极参与监管，共同构建全社会参
与食品安全监管的良好氛围。

社区食品安全工作汇报稿篇七

同志们：

刚才，我们集中收听收看了全省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下面，结合许昌实际，我就如何贯彻好、落实
好省会议精神，讲五点具体意见。

一、正确认识食品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
会各界反响强烈，人民群众呼声很高，国际***高度关注，各
级党委、政府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切实加强了食品卫生安全
的监管工作。就我市来讲，“三鹿奶粉事件”发生之后，市
委、市政府的反应是敏锐的、及时的，先后几次召开紧急会
议，启动了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并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为
期一个月的食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各县（市、区）、
相关职能部门集中力量、迅速行动,相关企业积极配合、主动
参与，及时召回、封存和下架问题奶粉。在省财政安排垫付
资金的基础上，市财政预拨垫支20万元，对结石患儿进行免
费检查和治疗。截止目前，全市共检查8万多名婴幼儿，其中
患病婴幼儿1200多名，累计住院治疗150多人，现在还有37名
没有出院。与此同时，我们加强了对许昌市生产的鲜奶、乳
制品、乳饮料等食品质量的监测和检查，经检测，我市企业
生产的这些产品全部合格。“十一”期间，我和熊广田副市
长一起到市奶牛养殖厂、太子奶加工企业进行了实地查看，
并到市区部分商场了解奶制品供应情况，总体来看，全市奶



制品生产供应形势趋于平稳。但是，我市食品安全形势仍然
不容乐观。一是全市共有食品生产、经营企业19709家，其
中99.38%为个体生产经营户，数量多、规模小，食品质量安
全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隐患；二是食品安全监管能力还不能完
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食品安全监测能力、预警能力需要进
一步加强；三是一些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知识不足、防范意识
不强。

10月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听取婴幼儿奶
粉事件处置情况汇报，明确提出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进一步做好事件处置、奶业整顿和振兴的各项工作。9月28日，
徐光春书记主持召开省委棠委会议，专门听取了我省婴幼儿
奶粉事件处置情况，提出要成立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这项
工作的领导和协调。日前，省政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食品安全工作的若干意见》。今天，省委、省政府又专门召
开电视电话会议进行安排部署。这充分表明，当前，保障食
品安全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确保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社
会问题，同时也是事关党和政府执行力、公信力，事关党执
政的群众基础的政治问题。在刚刚结束的全省深入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开班仪式上，省委书记徐光春、代省长郭庚茂和中央指导检
查组的领导同志都讲到了食品安全问题，要求各级党委、政
府把如何处置好婴幼儿奶粉事件、确保食品安全作为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来对待好、查找好、整改好、落实
好。为此，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一定要站在科学发展观
的高度，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切实把
这项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和切身利益的工作做好、做
扎实、做出实效。

二、突出抓好食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和检查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举一反三，及时在全市组
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食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活动。目前，各县



（市、区）、各职能部门正在按照要求有序推进这项工作。
今天，省委、省政府对如何进行食品安全检查又提出了明确
要求，下达了督导意见。结合前一阶段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
况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专项检查的具体要求，下一步要重点
加强六个方面的工作：一要组织对腐竹、“三粉”、蜂产品、
面粉、酱油、醋、饮料等重点食品和畜禽养殖场、食品生产
企业、农贸市场、商场超市、餐饮企业、集体食堂等重点单
位进行集中整治。二要抓住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市场流通、
餐饮消费等食品安全的四个主要环节，加大对农业投入品使
用的监管和对种植业产品、畜产品禁用限用药物残留的监测。
三要加大对生产、销售和使用国家禁止的兽药、饲料添加剂
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重点查处在饲料、原料中添加三聚
氰胺化学品等违法行为。四要严厉打击在食品产品中掺杂使
假，滥用防腐剂、增白剂等食品添加剂和违法使用吊白块等
非食品添加剂行为，坚决取缔非法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五要
严格市场准入管理，严把食品经营主体准入关，严厉查处假
冒伪劣食品，落实索证索票、购销台帐、退市、召回等制度。
六要加强对农村、学校、建筑工地、农家乐旅游点的餐饮监
管，探索农村群体性聚餐的管理方式，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
生，防止出现群体性食物中毒事故。

关于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和专项整治工作，总体要求是四句话：
“企业先自查，一个不能漏，督查要有力，整改要到位”。
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对许昌的特色产品，如腐竹、“三粉”、
蜂产品等食品，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做到发现一起、
严惩重罚一起。要真正通过专项整治达到解决问题、堵塞漏
洞、塑造品牌、提升形象的目的。

三、切实提高食品安全监管能力

为了加强对食品安全工作的领导，省委、省政府成立了全省
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
工作的若干意见》，各县（市、区）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
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切实加强领导，及时研究部署



食品安全工作，特别是要按照“两个链条、两个体系”的总
体工作思路，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要加大对食品
安全工作的投入，完善食品安全检测体系，增强食品安全风
险监测能力和预警能力。要健全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机制,完善
配套措施,适时组织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要完善沟通协调
机制，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的20多个职能部门要搞好协作，
形成合力，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要坚持依法行政，
落实监管责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
履行好监管职责。要把监管和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各监管部
门要为食品企业提供政策、法规、信息等方面的服务，为食
品行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四、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食品安全工作关系重大，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负总责，各职能部门各负
其责。要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责任追究制度，对出现食品安全
问题的地方政府、部门以及从业人员要严肃追究责任。要坚持
“查、治、管、扶、建”五个方面有机结合，严格依法监管，
督促企业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对生产经营假冒伪劣食品的企
业和个人要列入“黑名单”，情节严重的要予以曝光，依法
处理。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许昌在食品安全生产上不能
出现问题，要争创全省无食品安全事故市。这一点一定要落
实到位，出了问题，要严肃追究，不回避、不迁就，否则就
是对事业不负责任、对组织不负责任、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不负责任。对此，大家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