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工作年终总结 食品安全年终工
作总结(汇总5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那么我们该如何
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总结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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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工作年终总结篇一

20xx年度，我局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
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国家食品安全
监管体系”xx”规划》，按照市政府责任分工，依据《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条例》等法律法规，认真开展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在管理建成区内食品摊贩、餐厨废弃物处置等方面开展
了大量的工作。

今年以来我局围绕”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的工作原则，
认真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河北省城市市
容管理条例》和《冀州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认真宣传
食品安全对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意义。
制作宣传展牌五块、印制各类宣传页3000余份，在冀州市影
院广场、迎宾市场多次开展宣传工作，还利用电视媒体对乱
扔乱倒、随意占道等不卫生、不文明行为予以公开曝光。

在食品安全方面我局建立了长效管理机制，成立了以局长为
组长，副局长同三个中队长为成员的”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
组”，以城管局执法大队为主体，抽调收费科三名成员，共
计22人全面开展工作。制订了详细的工作方案，明确了工作
目标和任务。



1、加强食品摊贩监管工作。目前市区范围内各类食品、肉食
摊贩90余个，为规范食品、肉食摊贩的经营场所，我们在市
区内不同区域或背街小巷确定了7个小型食品、肉食、蔬菜水
果市场，规定凡经营肉食、食品的摊贩必须进入规定市场，
严厉打击和取缔流动摊贩。同时规定了经营时间，根据季节
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时间段，既便于业主经营，又便于卫生、
防疫等执法部门检查。清理、规范肉食、食品摊贩35个，取
缔占道屠宰、占道加工5处，对12个违法占道经营的食品、肉
食摊贩进行了行政处罚。

2、加强餐厨废弃物管理。为进一步贯彻国家、省和衡水市、
冀州市政府关于严厉打击”地沟油”违法犯罪活动的精神，
全面加强我市食用油安全监管，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我
局从源头抓起，在全市市区范围内开展了拉网式大排查，排
查的重点是各类饭店餐馆、火锅店、街头食品摊贩，学校、
企事业单位和工地食堂等，对涉及排放餐厨废弃物的单位及
个体户做到彻底排查，不存在死角、不落环节、不留盲区。
在排查中特别注意发现利用餐厨废弃物提炼”地沟油”的黑
窝点，彻底摸清了餐厨废弃物的'流向，对随意倾倒废弃物的
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了制止和规范。共排查餐饮业和企事单
位及个体户350个，对餐厨废弃物搜集不合格的13个单位进行
了限期整改。未发现利用餐厨废弃物提炼”地沟油”的企业
和黑窝点。

3、努力为市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为促进食品安全工作的
良好局面，我局对冀州市肉食、蔬菜销售情况，区域分布情
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根据市民提出的见意，经过综合考察
与分析，为方便群众净化美化城市环境，我局向市政府提出
在朝阳大街北段和昌成路中段分别建设占地30亩与5亩的中小
型食品、肉食、蔬菜水果综合性批发和零售市场。目前已开
始征地等前期工作，预计明年上半年投入使用。



食品安全工作年终总结篇二

为确保我县食品安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根据《罗江县人民政府室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罗府办
发[xx]50号)和《罗江县人民政府室公室关于印发的通
知》(罗府办发[xx]43号)等文件要求，我局高度重视，把食
品安全工作纳入了重要议事日程，精心组织，认真实施。现
对xx年食品安全工作进行总结如下。

为了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农业局成立了由局长
任组长、副局长任副组长，政策法规股、科教质量股、执法
大队、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植保站、土肥站、农技站、
种子站、经作站负责人为成员的农产品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
组。同时明确职责，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政策法规股、
执法大队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各项执法检查工作的牵头和协
调工作，植保站、农技站、种子站、经作站负责农产品优质
高效安全生产技术的指导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负责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督和抽样监测工作，土肥站负责产地环
境监测工作，科教质量股负责相关培训和宣传工作。各股站
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做到既分工又合作，共同做好
食品安全工作。

我局认真开展执法检查，对农业投入品农药、肥料、种子加
强日常检查力度，重点是打击生产、经营和使用禁用高毒高
残留农药行为、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行为，
同时在春秋两季开展农资打假专项集中整治，防止伪劣农资
和禁用投入品进入到农业生产中。

7月上旬我局还开展了为期10天，以水溶肥料和植物生长调节
剂为重点的农资专项整治行动。此次行动共检查水溶肥料品
种35个，检查植物生长调节剂品种7个，对部分所售产品存在
问题的经营户给予了警告和问题产品禁止销售的处罚。

20xx年我局在食品安全工作中共出动执法人员113次，出动检



查经营企业151家次，检查市场73个次，立案8起，已办结6起。

xx年，我局对农资经营户进行了法律、法规及专业知识培训3
次，共培训人员246人次，并对农资经营人员进行了专业知识
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考试，对考试合格者发放从业资格证。通
过加强培训和执行持证上岗制度，提高了农资经营者的守法
意识和专业知识，保证了从业素质。

为确保食品安全工作顺利开展，营造食品安全整治良好氛围，
我局结合实际，利用会议、培训、送科技下乡等形式对干部
职工、企业、基地、农户开展多种方式的宣传，大力普及
《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打
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行为文件精神和相
关知识。xx年共发放相关宣传资料4000余份。

在加强宣传力度的同时，为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
我局公布了举报投诉电话0838-3121298，确保群众举报投诉
渠道畅通，并及时向县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报送各类工作信
息。

根据罗江县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
知》(罗食药安办〔xx〕9号)文件要求，我局对全县农资、农产
品生产经营人员开展了集中教育培训，共培训148人次。

为落实生产者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确保食用农产品质量安
全，县农业局组织农产品生产者(基地、企业、专合组织)、
农资经营者、”三品一标”主体签订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
书120余份。

在”元旦”、”春节”、”五.一”“中秋”“国庆”等节假
日前，一是加大农业投入品的检查，节前共检查农资经营门
市48个次，未发现禁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和及其它违禁投入品
销售。二是加大农产品抽样检测，节前共抽样农产品142个，
经检测，未发现农药残留超标。



在种植环节的监管上，加大标准化生产技术的指导力度，对
农产品生产基地、企业、专合组织发放田间农事操作、投入
品使用、生产资料购买、产品质量检测和流向等记录表，要
求生产者严格规范投入品使用、严格执行相关生产技术规程
和农药安全间隔期，做好生产各环节记录，建立生产档案。
同时对符合三品一标认证条件的产品及时申报，目前共有18
个产品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1个产品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
还有1个产品正在无公害农产品申报中。

20xx年完成了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6万亩，其中粮油4万亩，
蔬菜万亩，水果万亩。新增无公害生产基地约20万亩(原有无
公害认证基地总面积4万余亩，xx年3月全县无公害产地认定整
体推进通过，认证面积共万亩)。

食品安全工作年终总结篇三

今年以来我局围绕”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的工作原则，
认真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河北省城市市
容管理条例》和《冀州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认真宣传
食品安全对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意义。
制作宣传展牌五块、印制各类宣传页3000余份，在冀州市影
院广场、迎宾市场多次开展宣传工作，还利用电视媒体对乱
扔乱倒、随意占道等不卫生、不文明行为予以公开曝光。

在食品安全方面我局建立了长效管理机制，成立了以局长为
组长，副局长同三个中队长为成员的”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
组”，以城管局执法大队为主体，抽调收费科三名成员，共
计22人全面开展工作。制订了详细的工作方案，明确了工作
目标和任务。

1、加强食品摊贩监管工作。目前市区范围内各类食品、肉食
摊贩90余个，为规范食品、肉食摊贩的经营场所，我们在市
区内不同区域或背街小巷确定了7个小型食品、肉食、蔬菜水
果市场，规定凡经营肉食、食品的摊贩必须进入规定市场，



严厉打击和取缔流动摊贩。同时规定了经营时间，根据季节
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时间段，既便于业主经营，又便于卫生、
防疫等执法部门检查。清理、规范肉食、食品摊贩35个，取
缔占道屠宰、占道加工5处，对12个违法占道经营的食品、肉
食摊贩进行了行政处罚。

2、加强餐厨废弃物管理。为进一步贯彻国家、省和衡水市、
冀州市政府关于严厉打击”地沟油”违法犯罪活动的精神，
全面加强我市食用油安全监管，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我
局从源头抓起，在全市市区范围内开展了拉网式大排查，排
查的重点是各类饭店餐馆、火锅店、街头食品摊贩，学校、
企事业单位和工地食堂等，对涉及排放餐厨废弃物的单位及
个体户做到彻底排查，不存在死角、不落环节、不留盲区。
在排查中特别注意发现利用餐厨废弃物提炼”地沟油”的黑
窝点，彻底摸清了餐厨废弃物的流向，对随意倾倒废弃物的
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了制止和规范。共排查餐饮业和企事单
位及个体户350个，对餐厨废弃物搜集不合格的13个单位进行
了限期整改。未发现利用餐厨废弃物提炼”地沟油”的企业
和黑窝点。

3、努力为市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为促进食品安全工作的
良好局面，我局对冀州市肉食、蔬菜销售情况，区域分布情
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根据市民提出的见意，经过综合考察
与分析，为方便群众净化美化城市环境，我局向市政府提出
在朝阳大街北段和昌成路中段分别建设占地30亩与5亩的中小
型食品、肉食、蔬菜水果综合性批发和零售市场。目前已开
始征地等前期工作，预计明年上半年投入使用。

食品安全工作年终总结篇四

20xx年，社区食品安全工作在街道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认真贯彻落实市区食品安全工作精神，以确保广大人民群众
饮食安全为目标。通过对餐饮、百货、药店等重点环节食品
安全的监管，辖区内食品生产经营秩序得到明显改观。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许可证、营业执照持证率99%；食品生产经
营从业人员健康证持证率%；食品质量卫生安全投诉事件投诉
处理率%；辖区无证生产经营行为和假冒伪劣、过期变质
和“三无”食品流入市场现象基本得到杜绝；全年未发生食
品安全事故。

坚持把食品安全工作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与其他重点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落实，确保食品安全工
作各项目标责任落到实处。在街道开展食品安全工作以来，
我社区及时组织召开了社区食品安全工作会议，全面安排部
署了今年各项工作任务。明确整治目标任务、重点和工作要
求，并督促指导各职能部门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全面开展
拉网式检查。

坚持将宣传培训贯穿于食品安全监管全过程，积极开展各种
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着力营造人人关注食品安全、人人重
视食品安全的社会氛围。在充分利用春节、中秋等节日开展
宣传的同时，采取张贴标语、悬挂横幅、发放资料等形式，
大力宣传食品安全知识和食品安全整治情况，公布食品安全
信息。

1、开展食品专项稽查行动。

对辖区内食品相关商铺进行登记备案，每月开展专项稽查，
重点对从业人员是否持有健康证明，是否具有符合食品卫生
条件的食品制作和服务设施、有无垃圾和废弃物存放设施，
餐具是否消毒等进行检查。

2、落实建档备案责任。

为确保“春节”、“五一”、“中秋”等节日期间食品安全
专项整治取得实效，我社区成立了督查组，实行全面检查，
查找问题，现场督办，并做好详细跟踪档案，做到“位置精
确、项目清晰、制度完善、管理科学。”



3、对农贸市场食品安全管理上，每天对农贸市场内卫生及时
进行清理。

要求摊主出售安全清洁的产品，并不定期对生猪及冷冻制品
进行抽查。对不符合规定的坚决不予出售。发现三次不合符
规定的产品驱逐在农贸市场内摆摊设点。在7—8月份生猪高
发病期，每天对农贸市场内生猪进行检查，在查验合格证明
后，才允许上柜销售，确保肉品质量。

4、加强对食品加工点质量管理。

今年五月、九月对食品生产销售点进行抽查，确保所售食品
无过期变质，让社区居民放心购买。

5、对辖区内小吃摊点进行抽查，要求按章经营，确保食品货
源安全卫生，经常上门宣传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对于餐饮工
作人员一律要求办理健康证，持证上岗。

今年，在食品安全监督工作中，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但仍存在很多不足：

一是部分商户对食品安全意识不强，我社区的宣传力度还有
待加强；

二是部分小餐馆和食品摊点，卫生条件较差，管理水平低，
存在较大的质量安全隐患，需要我们加强监管。

在下一年的工作中，社区要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工作长效监
管机制，加大食品安全问责力度，强化工作措施，狠抓任务
落实，全力推动食品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

食品安全工作年终总结篇五

在监督检查中，加强对流动摊贩、熟食加工点、小作坊、冷



饮销售、批发部，无证生产经营食品的监督检查，尤其对城
乡结合部与农村食品综合代销点加大了检查力度，防止劣质
食品在销售中直接流入农村市场，严厉打击违法生产经营行
为，确保食品质量和安全。

针对无证生产大桶水，管状饮料现象严重的情况，组织开展
了饮料专项整治活动，查处无证生产大桶水产窝点2家，执法
人员下达监督意见书，将这2家的制水设备及成品水全部封存，
同时进行立案调查。目前已处理完1家，1家正在通过法院强
制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