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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一个

“点” 上的漏洞可能引发“面” 上的

风险，一处短板往往决定了工作的整

体水平。 因此，食品安全治理须警惕

“木桶效应” ，加快补齐短板弱项。

提升专业素质， 破解能力建设

不足难题。 为加强从业人员的食品

安全意识、 提高监管人员发现问题

的能力， 贵阳市开展食品安全管理

人员专项能力提升试点工作， 推进

食品安全管理岗位专业化职业化。

观山湖区率先实行食品安全管理师

持证上岗准入和积分考核退出机

制，对获证人采取继续教育登记制、

日常履职不足扣分制， 切实提高食

品安全从业人员、 监管人员的专业

能力和履职能力。 截至目前，已开展

9 期食品安全管理师培训，共有 364

人获得食品安全管理师资格，其中，

监管人员 66 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从业人员 298 人。

打造共享信息平台，破解小商小

贩监管难题。小商小贩一直是食品安

全监管的难点，贵阳市在食品摊区的

规范化管理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南明

区打造“社会共治·社会共享” 平台，

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良方。市场监管

部门、街道办、小吃街管理方和摊贩

各司其职，把日常监管、食材快检、经

营证照、 学习培训等信息录入系统，

可产生出一个代表摊贩身份的 “二

维码” 。 消费者可扫码对摊贩进行评

价评分，平台综合多方信息进行打分

排名，一旦分数低于警戒线，经营者

就有被淘汰的风险。 这个“淘汰制”

管理办法实施后，有效提升了小摊贩

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意识。

引导行业协会监管， 破解流通

领域监管难题。 针对食品流通领域

涉及面广、经营者众多、管理水平参

差不齐的难题， 贵阳市通过引导行

业协会商会强化对商户的监督和管

理，加强诚信建设和行业自律。 开阳

县以食品批发商作为试点， 成立食

品安全诚信互律组织， 每个月由经

营户相互进行交叉检查、 学习食品

安全相关知识， 使行业经营更加规

范。 目前，已建立不同层级诚信互律

组织 6 个， 设立检查小组 66 个，覆

盖批发商 56 个、零售经营户 152 户、

学校食堂 74 户。

探索特色监管创新， 突出示范

引领作用。 云岩区打造“五心” 厨房

示范点，不断提升餐饮服务环境；花

溪区创新发展农业品牌“花小莓” ，

抓实草莓种植质量管理环节， 为草

莓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观山湖区充分发挥保险的他律作用

和风险分担机制， 引入银行为企业

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开创了零

保费、广受益的多方共赢局面；清镇

市创新方法手段，联合市场监管、教

育、 住建等部门推进校外午托机构

精细化、规范化管理……

食品安全维系万家、关乎全局。

在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过程

中， 全市食品生产者责任意识明显

增强，监管质效显著提升，共治共享

理念深入人心。下一步，贵阳市将坚

持“四个最严” 要求，持续推动“两

个责任” 落实落细，进一步完善末

端发力、 终端见效的食品安全责任

落实机制， 对标广大人民群众的需

求，推进智慧监管体系建设，提升食

品安全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 全力

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为

实施“强省会” 行动夯实食品安全

基础， 为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筑牢食安“防护墙”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贵阳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纪实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食品安

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 既是老百姓幸福生活最基本的共

同诉求， 也是贵阳市重点建设的政治

工程、民生工程、发展工程、良心工程。

从田间地头到市民餐桌、 从街边

小吃摊到食品生产流通企业， 都发生

着喜人的变化。 2016 年，贵阳市被国务

院食安办确定为第三批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创建试点。 6 年来，贵阳市以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抓手，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定

不移落实“四个最严” 要求，全面推进

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

任（以下简称“两个责任” ）落实，强

化源头治理、过程监管、风险预警，不

断提升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能力水

平， 以实绩实效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期待，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获

得感不断提升。

近年来， 全市食品安全形势持续

平稳向好， 未发生重大或较大食品安

全事故。 2019 年，贵阳市被评为“省级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020 年，贵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被评为 “全国食品安

全先进集体” ； 省食药安委对各市

（州） 食品安全年度考核进行综合排

名，贵阳市连续多年位列第一或 A 级。

核心

提示

坚持党政同责 落实“两个责任”

构建食安治理新格局

一粒米一桌餐，“舌尖” 上的寻常

小事都是事关百姓健康的民生大事。

如何答好这张民生答卷、 实现食品安

全长治久安， 长效的食品安全工作机

制是基础。

贵阳市全面落实党政同责， 出台

党政领导干部责任清单， 将食品安全

作为“一把手” 工程，第一时间成立由

市长任组长、分管市领导任副组长、市

食药安委成员单位主要领导为成员的

领导小组。 出台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系列工作方案， 厘清食品药品

安全的党委政府领导责任、 地方属地

责任、行业部门主管责任、监管部门监

管责任， 推动各部门切实把食品安全

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把落实食品

安全重大部署纳入督查内容和考核体

系，狠抓执行落实，让食品安全工作过

程有抓手、目标能落实。

贵阳市把落实“两个责任” 工作

机制作为提升食品安全工作水平、保

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的重要

抓手， 紧盯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

主体责任，明确“瞄准三个工作目标、

落实四级包保全覆盖、 实行三张清单

管理、 两个维度抓好承诺书制度” 工

作思路，将食品安全责任分解细化，分

层分级落实到具体人， 明确职责和任

务，通过抓住地方党委、政府和食品企

业中的“关键少数” ，督促包保干部靠

前办公、 做好风险隐患防控和应对处

置，推动形成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食

品安全责任落实机制， 实现对风险的

精准防控。

建立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

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确保监管全覆盖。

在纵向上，贵阳市 10 个区（市、县）分

别组建市场监管局，设立 83 个市场监

管分局，1500 多个村（居）配备食品安

全监管员、协管员和信息员，把食品安

全监管“触角” 延伸到百姓家门口，形

成市、县、乡、村四级食品安全监管体

系。在横向上，市食药安委统筹市场监

管局、农业农村局、卫生健康局、粮食

储备局等 30 多个部门，定期召开工作

推进协调会， 协调解决跨部门、 跨领

域、跨区域的食品安全问题，扎实推动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食品安

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党的二十大

进一步明确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

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党中央高度

重视、科学谋划，贵阳市委市政府高效

统筹、纲举目张，成为保障全市食品安

全稳如泰山的“压舱石” 。

市食药安办主任、市市场监管局

主要负责人杨波说：“食品安全是一

项长期重大的政治任务，我们将持续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

品安全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对标省委、省政府和

市委、市政府要求，不断完善食品安

全工作长效机制，提升食品安全保障

能力，以扎扎实实的工作筑牢食品安

全‘防护墙’ ，为群众撑起舌尖上的

‘保护伞’ 。 ”

管得到位，才能吃得放心。 贵阳市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让

监管跑在风险前面， 聚焦事前防范和

主动预防， 深入开展各领域食品安全

风险隐患排查，加强从农产品质量、生

产流通到终端消费的全过程监管，变

事后被动监管为事前主动预防， 有效

化解风险隐患，确保防范阵地不失守。

严把农产品源头关。强化食用农产

品质量安全治理，精准实施受污染耕地

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严格农药兽药生

产管理， 规范水产养殖投入品使用，实

施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机

制，推广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

度，严把粮食收购、储存、销售出库质量

安全关，开展粮食质量检查。 2022 年，

检查农药经营单位 1579� 家次，开具食

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 165496 张，

带证上市产品 25.71 万吨。

严把食品生产关。对全市食品生产

企业主体分布、规模、业态等情况开展

全覆盖摸底，对 658 家食品生产主体进

行评级，实行风险分级管理。 开展小作

坊规范提升建设，引导规范食品生产加

工行为，适时开展监督检查“回头看” ，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产品出厂检验责任，

让每一批产品都“带证上市” 。

严把食品流通关。

严 格 落 实 市

场准入制度， 督促经营者建立健全进

货查验、索证索票制度，及时清理变质

商品、超期食品。增加食品安全监督抽

检量，严厉查处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

和经销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 同

时，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将更多产品

纳入“食用农产品进销货电子信息化

平台” ，在农批市场、大型商超、生鲜

超市等推广使用，确保售前可查验、售

后可追溯。

严把餐饮服务关。 推进餐饮单位

和学校食堂标准化管理，加强“互联网

+ 明厨亮灶” 建设，开展餐饮从业人员

线上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和考核， 探索

加强网络餐饮食品监管，开展“食安封

签” 活动。围绕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

交易、长江流域禁捕、反食品浪费、

整治农村假冒伪劣食品等专

项行动，进一步强化食品

安全餐饮环节监管力

度，督促落实“日

管控、周排查、

月调度” 制

度，着力

优化餐饮服务市场环境。

严把执法打击关。 为进一步打击

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织密法治防护网

络，贵阳市建立行刑衔接、行纪衔接工

作机制， 设立贵阳市公安局驻贵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警务联络办公室，深

化市场监管、公安、检察院、法院、纪委

监委等部门的协作配合， 形成监管部

门与司法部门打击违法犯罪的无缝衔

接， 始终保持严打食品安全犯罪的高

压态势，对不法分子形成有力震慑。

2022 年， 市县两级完成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 32465 批次，检查食

品相关企业 13 万余家次， 查办食

品行政处罚案件 1176 件。

防范化解风险 强化全程管控

守好食安治理新阵地

贵阳市借着大数据蓬勃

发展的东风，探索“大数据

+ 食品安全” 监管新模式，积

极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监

管执法方式，推进监管与信息化

深度融合。 找准创新与监管的最

佳结合点，建成“数智市监”“智

慧农贸市场”“贵阳市学校食品

安全监管平台” 等信息化系统，

加快推动对种植养殖和食品生

产、加工、流通等各环节的智慧

监管，推进“传统监管” 向“智慧

监管” 转型升级。

打破数据壁垒建成

“食安库” 。 依托贵州省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横向实现市场监

管、公安、农业

农村等多部

门数 据归

集共享，

纵向打

通国家部委、省、县、乡镇市场监

管部门的数据，建成互通共享的

食品安全数据库， 实现登记许

可、抽检监测、监督检查、行政处

罚、司法裁决等数据及互联网涉

企数据的“大归集” 。

构建业务闭环建成 “食安

监” 。建成集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监督检查、稽查执法等食品安全

全过程闭环监管系统，极大地提

高了监督检查质效。 监管人员使

用 “数智市监” APP 开展检查，

发现的违法线索自动流向执法

系统，执法办案的行政处罚结果

自动归档到对应企业名下，作为

进一步监管的线索信息， 为精

准、高效监管提供了依据。

打通多方通道建成 “食安

治” 。 在学校、配餐企业、餐饮单

位推进“数智市监” 阳光餐饮系

统建设，家长、食客可通过手机

或监控大屏查看后厨生产加工

过程。 目前已有 1600 余家校园

食堂、21 家学校配餐企业、4 家

餐饮保障企业接入系统。 食品生

产经营者定期通过“数智市监”

上传证照、自查信息等，系统将

自动生成自查报告，方便企业进

行分析总结，进一步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

探索重点监管建成 “食安

溯” 。 建成猪肉制品生产企业质

量追溯监管平台， 企业录入进

货、生产、销售信息，向上可追溯

猪肉来源， 向下可追踪产品流

向，同时能帮助企业加强生产过

程管理。 目前已接入贵州五福坊

食品等 56 家肉制品重点企业，

覆盖猪肉制品 146 种， 可对成品

进行原材料追溯。

保障民生重点建成 “食安

智” 。 针对传统农贸市场缺斤少

两、进货来源不明、质量难保证

等问题， 探索建立智慧农贸一

体化解决方案， 从菜品入场抽

检数据化、称重智能化、单据关

联化、仓储物联化、厨余垃圾处

理可视化等实 现全链 条数 据

化、智能化管理。 目前该新型智

慧农贸市场管理平台已推广至

6 家农贸市场。

大数据与食品安全的碰撞，

让食品安全监管装上了“智慧大

脑” 。远程可视化监督、智能化分

析、目标性排查，每一个智慧监

管系统的建成投用，都将进一步

提升经营者的食品安全管理水

平，提高食品安全监管的靶向性

和灵活度。 利用科技手段筑牢食

品安全防线，更加有效地保障食

品安全，“买得安心、 用得放心、

吃得舒心” 已成为贵阳市民的直

观感受。

抢抓先发优势 搭建“数智市监” 平台

打造食安治理新模式

聚焦痛点难点 抓好示范引领

探索食安治理新实践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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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在开

阳县龙岗镇开展食

品 安 全 宣 传 教 育

“进农村” 活动。

▲市场监管人员在农贸市场进行检查。

市食品

药品检测中心

工作人员在对

送检的食品进

行检测。

▲

▲贵阳市充

分发挥大数据优

势， 实施食品安

全智慧监管。

▲创建食

品安全示范城

市宣传片在市

中心户外大屏

播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