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食品生产企业整改报告 食品生产企
业自查报告(模板5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食品生产企业整改报告篇一

根据省食品安全委员会的统一部署，我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食品安全检查，现将自查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县食品安全委员会根据市食品安全委员会要求和县委、县关
于开展自查的具体部署，于xx月xx日召开了自查工作会议，
就自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自查。县委、县长、县政
协副县长、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县食品安全委员会组
织人员、各乡镇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各农村食品安全监管
人员、农村饮食安全监管专干参加了会议。县食品安全监管
委员会主任李成文作了重要讲话。

我县食品安全检查办公室对此次自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
真地自查整改：

一)、农村饮食卫生监管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食品安全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

三)、农村食品安全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大力度。

县农村饮食卫生监管办公室



为了确保我县“十三五”、“五”期间全县食品安全工作顺
利开展，切实做好我县农村饮食卫生监管工作，维护农村群
众健康权益，保障我县群众食品安全，确保全县农村群众饮
食卫生安全，根据县食品安全委员会的要求，现将我县农村
饮食卫生监管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食品生产企业整改报告篇二

食品质量安全，事关百姓生命和健康。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
小作坊监管，是质监部门的重要职责；做好食品生产加工小
企业小作坊监管是构筑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关键。在质监部
门来说，承担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小作坊监管责任主体是县
级质监部门。为了做好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小作坊监管，笔
者对**县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小作坊监管进行了调查，在调
查中感到自明确规定由质检部门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监
管职责以来，**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做了大量扎实有效，但他
们对目前小企业小作坊监管是否有效感到担忧。这些问题长
此下去，必将形成县级质监部门靠自身努力不可愈越的监管
障碍，应引起各个方面的重视。

**县有食品生产小企业和作坊720家，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
业10家，有工商、卫生“两证”的335家，无证375家。其中：
茶场类加工46家，粮油加工461家，调味品6家、酒坊酒厂98
家、豆制品加工86家、纯净水4家、其它19家。

从调查中得知，**县食品生产企业现状令人担忧。主要存在
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有生产企业，除10家的生产设
备、工艺流程、产品标准、检验设备与能力、环境条件、储
运、包装等条件符合市场准入外，其它均未能达到市场准入
条件。二是有工商、卫生“两证”的335家，无证375家小企
业和作坊仍在无证生产和销售产品，其产品出厂未经检验仍
在流入市场。三是这些小企业和作坊中仅有154家进行了标准
注册登记，尚有566家属无标生产。



目前食品生产加工监管，实行的是“统一管理、分类监管、
重心下移、层级负责”的监管机制，并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和
规定。纵观这些制度，对国家和省发证的企业起到了强有力
的监管作用，而对生产加工小企业小作坊的监管确显得无力，
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小作坊已成为质监部门监管软肋。

就**情况来看，目前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企业是农村农、
牧、渔、特产品加工的主要去处，尽管它们远达不到市场准
入要求，由于它有方便群众、消化当地农副产品、增加农民
收入的优势，决定了它们存在的基础，其具有工艺简单、经
营灵活、成本低，使作坊遍地开花。这一特点决定了关闭取
缔它的难度与不可行。同时由于大多数作坊收入不稳定、设
备投入小，它们大多数并不具备办证资格而且也难以承担办
证费用。同时，95以上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小作坊严格按
市场准入要求均应取缔。

按照目前的监管要求，一是对有证有照但生产条件差、达不
到准入要求，而当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离不开，且正规企业
产品不能正常供应，地处偏远地区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小
作坊，在地方政府允许的前提下，可以允许其有条件地存在，
采用专项监管措施，进行严密监管。二是强化引导帮扶，促
进小企业小作坊发展壮大。三是强化实行食品安全承诺制和
食品安全责任制。对地处偏远地区允许其有条件地存在的食
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小作坊要签订《食品质量安全承诺书》，
承担食品质量安全责任，要承诺其产品的销售地域范围。原
则上，其产品只能在本乡镇、本村及周边地区销售。四是强
化开业歇业申报制。对季节性、临时性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
小作坊，实施开业歇业申报制度。在其开业或歇业时，应向
协管员或监管员报告，协管员和监管员要及时向县级质量技
术监督部门和乡镇政府报告。在小企业小作坊开业前，县级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会同技术人员、协管员和监管员对小企
业小作坊卫生状况、生产条件和质量安全控制措施进行核查，
符合要求的方可准许开业。



按照上述要求监管，就出现以下倍感困惑的问题；一是如果
可以允许无证小企业小作坊存在并允许其生产，就严重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一章第
五条、第二章第九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尤其是《条例》
第六十九条明确规定：个体工商户生产或者销售列入目录产
品的，依照条例的规定执行。由此可见这种允许是违法的，
也就是说县级监管部门监管起步之日起就应负《条例》第六
章第六十二条所规定的法律责任。这种允许导致食品生产加
工小企业小作坊在违法情况下运行，一旦出现任何安全事故
责任追究的唯一指向的是县级监管部门，同时承担无限责任。
二是关于强化开业歇业申报制的`问题。县级质量技术监督部
门对小企业小作坊开业前没有任何前置审批，小企业小作坊
开业歇业申报与不申报均不违法，对不申报开业歇业事项无
法规依据去处罚。可以说目前对小企业小作坊的监管主要问
题，是缺乏硬措施和有效的约束方法，更多地把小企业小作
坊质量安全寄望于业主的道德的自觉；把监管行为是否到位
寄望于监管人员的道德责任感，导致了监管无奈和责任模糊，
使基层监管部门对谁负责出现错乱。

由于监管处于违法状态，上级监管部门又没出台有法律依据
的小企业小作坊监管办法，让基层局处于“管违法，不管的
失职”的两难地位，基层局作为、不作为都要承担无

限责任。笔者认为，如其用这种表面积极、实质被动的监管
办法，倒不如用主动积极的办法去监管。一是国家局应尽快
出台小作坊管理办法。小企业小作坊取缔不了，就应合法化。
二是如果允许小企业小作坊存在，也应用工商、卫生部门的
办法，对小企业小作坊食品实行县级生产许可证管理。这个
证可由县级局按小企业小作坊食品生产许可证条件对其审查，
在对小企业小作坊食品生产许可时，可对其产品销售区域作
出限定，对停歇业报告提出要求。县级生产许可证一年年审
一次，办证及年审只收公告费和工本费及产品检验费。凡达
不到小企业小作坊食品生产许可证条件的依法查处，对拒不
办证的依法取缔。凡县级局在小企业小作坊食品生产许可证



办证前审查不严、办证后不加强监管的，依法追究县局责任。
这样才能使监管合法，责任明确，监管有抓手，分类监管、
销售区域限定、停歇业报告的措施才能落到实处。（**县质
监局局长）

限责任。笔者认为，如其用这种表面积极、实质被动的监管
办法，倒不如用主动积极的办法去监管。一是国家局应尽快
出台小作坊管理办法。小企业小作坊取缔不了，就应合法化。
二是如果允许小企业小作坊存在，也应用工商、卫生部门的
办法，对小企业小作坊食品实行县级生产许可证管理。这个
证可由县级局按小企业小作坊食品生产许可证条件对其审查，
在对小企业小作坊食品生产许可时，可对其产品销售区域作
出限定，对停歇业报告提出要求。县级生产许可证一年年审
一次，办证及年审只收公告费和工本费及产品检验费。凡达
不到小企业小作坊食品生产许可证条件的依法查处，对拒不
办证的依法取缔。凡县级局在小企业小作坊食品生产许可证
办证前审查不严、办证后不加强监管的，依法追究县局责任。
这样才能使监管合法，责任明确，监管有抓手，分类监管、
销售区域限定、停歇业报告的措施才能落到实处。（**县质
监局局长）

食品生产企业整改报告篇三

xx房产公司：

为进一步强化xx城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质量安全生产工
作，切实加强建设工程安全施工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
防为主”的方针，确保我公司xx年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根
据凯里市建设局有关文件精神，于xx年3月1日，根据《建筑
施工安全检查标准》及相关建筑施工质量管理规范，对xx黔
城一期和二期工程的质量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自查自纠，现
将检查情况和纠正措施汇报如下：



一、存在问题：

1、各栋号施工现场有白色垃圾，已安排人员清理。

二、施工现场卫生与防火、防中毒等情况的检查

工程从开工至今，未出现任何中毒、火灾和任何安全与卫生
事件，项目部为了防止火灾和员工中毒事件，要求各班组召
集班组人员学习防火安全知识的安全活动，并派不定时对员
工的宿舍及办公地点、材料库房等进行查查，[第一范文]及
时清理外运建筑及生活垃圾。

三、现场文明施工

1）存在问题：个别施工班组建筑材料、构件、料具不按总平
面布局堆放，材料未挂名称，品种，规格标牌，未做到工完
场清，建筑材料、垃圾堆放不整齐，未标出名称，品种。各
车库及住宅周边临边洞口未按规定设置安全围护或围护不到
位，个别班组未设置安全通道指示牌。

2）处理措施：已下发安全整改通知，要求各班组根据公司现
场文明施工管理规范要求于3月10日前完成整改。

四、三宝、四口、五临边检查

1）存在问题：施工现场个别工人有未正确佩戴安全帽，安破
损未及时更换。

2）处理措施

已下发整改通知，要求相关班组根据安全生产要求，加强四
口、五临边的安全防护。

五、施工现场值班及安全防护措施的检查



工地施工现场各施工班组为保证财产和员工的财物不受损害，
专门配备2-3人24小时轮流值班。

xx城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高度重视质量安全生产工作，
公司xx一期和二期项目部已对本次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和质
量问题下达了整改通知，要求各施工班组必须于3月10日前完
成整改工作。

为了切实加强xx黔城一期和二期工程的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管
理，确保工程顺利实施，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我公司将本着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以人为本”的原则，把安全工作放
在首位并一贯坚持下去，积极完善相应安全配套设施，争取
实现安全责任事故“0”目标。

食品生产企业整改报告篇四

食品质量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政府和国家的形象。
做好食品小企业小作坊监管工作是构筑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
关键。**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一块“浸透着烈士鲜血的圣
地”，每年接待来山学习、考察和观光旅游的领导、游客200
多万人次，在这块红土地上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确保来山的
领导、游客和当地土群众的饮食安全是食品安全各监管部门
的重要职责，其政治意义和社会效益显得特别重大。为了了
解我市食品小企业小作坊监管部门、业主、消费者与技术专
家对加强和防范食品小企业小作坊安全问题的建议和意见，
分析**市食品小企业小作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状况，按照江
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食品小企业小作坊食品安
全状况专题调研江西分课题组工作方案》的`要求，**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从今年6月14日至7月5日重点调研了2006年全
市面点蛋糕、熟肉制品、豆制品、腌制品等食品小企业小作
坊的总体情况及其产品的质量安全情况。这次调研采取全面
调研和抽样调查相结合、问卷调查和座谈会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就全市食品小企业小作坊行政许可、企业基本情况、从
业人员、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执行标准、产品检验、
销售、卫生和内部管理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期望通过
专题调研，找出监管过程中的盲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
出合理化的建议，为省、市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
考。

地处湘赣两省交界罗霄山脉中段的**市人口居住分散，人口
空间分布呈现“小集中、大分散”的特点，经济基础较薄弱。
目前**市食品小企业小作坊是农村农、牧、渔、特产品加工
的主要去处，尽管它们远达不到市场准入要求，由于它有方
便群众、消化当地农副产品、增加农民收入的优势，决定了
它们存在的基础，其具有工艺简单、经营灵活、成本低，使
作坊有其发展的空间，这一特点决定了关闭取缔它的难度与
不可行。这次调研从2006年我市食品小企业小作坊中按流水
号随机编号从中取出40个逢单的数据为这次现场抽样样本进
行了基本情况调查，按照调研前制定的监管部门、食品小企
业小作坊业主、消费者和技术专家座谈会提纲召开了监管部
门座谈会4次、食品小企业小作坊业主和消费者座谈会各5次，
监管部门、食品小企业小作坊业主、消费者和技术专家参加
的联合座谈会1次，进行食品小企业小作坊监管行政执法情况
问卷调查和消费者问卷各125份，消费者问卷分成社区、学校、
工地、农村及其它各25份。经过调查我们感到自《国务院进
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从201月1日起，食
品安全监管部门职责分工按照一个监管环节由一个部门监管
的原则，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方式以
来，**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
为**市来山领导、游客和当地群众饮食安全作出了很大的贡
献，但目前我市食品小企业小作坊生产经营状况也存在一些
问题，应引起各个方面的重视。

一、**市食品小企业小作坊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食品生产企业整改报告篇五

食品质量安全，事关百姓生命和健康。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
小作坊监管工作，是质监部门的重要职责；做好食品生产加
工小企业小作坊监管工作是构筑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关键。
在质监部门来说，承担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小作坊监管工作
责任主体是县级质监部门。为了做好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小
作坊监管工作，笔者对**县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小作坊监管
工作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感到自明确规定由质检部门负责
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管职责以来，**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做
了大量扎实有效工作，但他们对目前小企业小作坊监管工作
是否有效感到担忧。这些问题长此下去，必将形成县级质监
部门靠自身努力不可愈越的监管障碍，应引起各个方面的重
视。

**县有食品生产小企业和作坊720家，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
业10家，有工商、卫生“两证”的335家，无证375家。其中：
茶场类加工46家，粮油加工461家，调味品6家、酒坊酒厂98
家、豆制品加工86家、纯净水4家、其它19家。

从调查中得知，**县食品生产企业现状令人担忧。主要存在
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有生产企业，除10家的生产设
备、工艺流程、产品标准、检验设备与能力、环境条件、储
运、包装等条件符合市场准入外，其它均未能达到市场准入
条件。二是有工商、卫生“两证”的335家，无证375家小企
业和作坊仍在无证生产和销售产品，其产品出厂未经检验仍
在流入市场。三是这些小企业和作坊中仅有154家进行了标准
注册登记，尚有566家属无标生产。

目前食品生产加工监管工作，实行的是“统一管理、分类监
管、重心下移、层级负责”的监管机制，并出台了一系列制
度和规定。纵观这些制度，对国家和省发证的企业起到了强
有力的监管作用，而对生产加工小企业小作坊的监管确显得
无力，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小作坊已成为质监部门监管软肋。



就**情况来看，目前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企业是农村农、
牧、渔、特产品加工的主要去处，尽管它们远达不到市场准
入要求，由于它有方便群众、消化当地农副产品、增加农民
收入的`优势，决定了它们存在的基础，其具有工艺简单、经
营灵活、成本低，使作坊遍地开花。这一特点决定了关闭取
缔它的难度与不可行。同时由于大多数作坊收入不稳定、设
备投入小，它们大多数并不具备办证资格而且也难以承担办
证费用。同时，95以上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小作坊严格按
市场准入要求均应取缔。

按照目前的监管要求，一是对有证有照但生产条件差、达不
到准入要求，而当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离不开，且正规企业
产品不能正常供应，地处偏远地区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小
作坊，在地方政府允许的前提下，可以允许其有条件地存在，
采用专项监管措施，进行严密监管。二是强化引导帮扶，促
进小企业小作坊发展壮大。三是强化实行食品安全承诺制和
食品安全责任制。对地处偏远地区允许其有条件地存在的食
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小作坊要签订《食品质量安全承诺书》，
承担食品质量安全责任，要承诺其产品的销售地域范围。原
则上，其产品只能在本乡镇、本村及周边地区销售。四是强
化开业歇业申报制。对季节性、临时性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
小作坊，实施开业歇业申报制度。在其开业或歇业时，应向
协管员或监管员报告，协管员和监管员要及时向县级质量技
术监督部门和乡镇政府报告。在小企业小作坊开业前，县级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会同技术人员、协管员和监管员对小企
业小作坊卫生状况、生产条件和质量安全控制措施进行核查，
符合要求的方可准许开业。

按照上述要求监管，就出现以下倍感困惑的问题；一是如果
可以允许无证小企业小作坊存在并允许其生产，就严重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一章第
五条、第二章第九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尤其是《条例》
第六十九条明确规定：个体工商户生产或者销售列入目录产
品的，依照条例的规定执行。由此可见这种允许是违法的，



也就是说县级监管部门监管工作起步之日起就应负《条例》
第六章第六十二条所规定的法律责任。这种允许导致食品生
产加工小企业小作坊在违法情况下运行，一旦出现任何安全
事故责任追究的唯一指向的是县级监管部门，同时承担无限
责任。二是关于强化开业歇业申报制的问题。县级质量技术
监督部门对小企业小作坊开业前没有任何前置审批，小企业
小作坊开业歇业申报与不申报均不违法，对不申报开业歇业
事项无法规依据去处罚。可以说目前对小企业小作坊的监管
主要问题，是缺乏硬措施和有效的约束方法，更多地把小企
业小作坊质量安全寄望于业主的道德的自觉；把监管行为是
否到位寄望于监管人员的道德责任感，导致了监管工作无奈
和责任模糊，使基层监管部门对谁负责出现错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