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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打造食品安全城
让百姓吃得放心
郑州市推进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纪实（上）

安为食本，本固民宁。作
为中部地区重要的食品生产流
通消费大市、建设中的“国家中
心城市”，郑州市食药监局一直
高度重视食品药品安全工作，
为百姓撑起食品药品安全“保
护伞”。

2016年 12月，郑州市正
式启动“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创建工作。从严把农田到
餐桌的每一道防线，到强化工
作机制、壮大监管力量；从升级
改造小作坊，到融合互联网实
现农产品“去向可追”；从“比学
赶帮”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到明厨亮灶透明监管……一年
多以来，我市对食品安全工作
进行全面部署，创新探索，大胆
实践，每一步跨越都熠熠生辉，
开创出食品药品安全新局面。
记者 邢进 通讯员 杨鑫

规模大、密度高
肩负重任力破难点

郑州，作为河南省省会，城区人
口数量、密度、流动性、复杂程度均
居全省之首，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要
求和关注度也属全省最高。但食品
生产及经营企业“多、小、散、乱”，从
业人员能力和素质参差不齐，可能
危害百姓舌尖安全。

据介绍，目前，郑州市共有食品
企业 11.8万多家，拥有三全、思念、
好想你、白象等多家全国知名食品
生产企业967家，以万邦、百荣、四季
水产、华夏易通等中部较大的农产
品、食品、水产品及冻品冷链物流中
心为代表的食品经营企业8.3万家，
餐饮服务单位3.4万家，约占全省的
1/6，辐射周边多个省(市)甚至全国。

规模如此巨大的食品产业与全
市 988.1万常住人口、400万流动人
口和畅达全国的便利交通网，使郑
州食安形势呈现“监管对象多、消费
群体大、人员流动快”的“多”“大”
“快”三特点，监管责任重于山。

面对复杂的监管形势，严峻的
监管任务，郑州市食药监局迎难而
上，主动出击，采取一系列卓有成效
的举措，抓源头、控风险、促规范、补
短板、创经验、出亮点、争一流、做示
范，严把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
线，使一大批事关全局节点性、标志
性的大事要事取得重大突破，全市
食品安全形势持续向好。

食品安全关乎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确保食品安全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是
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之责。我市坚持党
政同责、标本兼治，切实改善民生、提升百姓
幸福指数，解决食品安全突出问题、壮大监
管保障力量，形成了党委政府牵头、部门联
动、齐抓共管的监管工作格局。全力推动全
市食品安全水平迈上新台阶。

为确保郑州食品安全，郑州市委、市
政府出台《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
意见》《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的实施意
见》，明确食品安全的党政责任；推出
《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工作规则》《市食品
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主要工作职责》《市
食品安全风险会商交流制度》《市食品安
全工作职责界定办法》等一系列细则，一
个全覆盖、无空隙的食品安全行政监管
网迅速形成。

为确保创建领导有力，郑州市委成立了
以市长为组长、7个副市长为副组长、35个
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创建领导小组，提出
包括完善五大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推进 10
项食品安全保障工程、解决五类食品安全突
出问题在内的“五十五”工程计划。

为确保目标如期实现，郑州市不仅将食

品安全总体评价纳入年度目标考评，还将其
纳入民生实事去管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规范的办
公场所、充足的人力保障和必要的装备条
件是开展一系列工作的必备武器，郑州市
深谙此理。

连续几年来，郑州市、县两级财政累计
投入6500多万元，在各乡（镇）、街道办设立
了184个食品药品监管所。其中，17个监管
所达到省级示范所标准。1231人被充实到
各基层监管机构，110种各类执法装备配
备到位。每个基层站所还按标准配备了专
门的快检实验室、快检装备和快检技术人
员，监管力量空前壮大。

抽检，能迅速发现食安隐患，但需大量
资金支撑。在这上面，郑州市也加大投入，
充分保障。

2017年全市食品安全财政投入共 1.37
亿多元。完成了实验室抽检 46189批次和
快速抽检54656批次。2018年，拨付食品安
全经费 7561.23万元，民生实事资金 1920万
元，上年结转中央转移资金 269.44万元，合
计9750.67万元。

强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支撑，保障郑州
创建工作一路高歌猛进，高标准进行。

小作坊密布于街头巷尾、村镇民居，
生产的食品种类繁多，包罗万象，与百姓
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正因此，小作坊的
食品安全，连着千家万户，关乎百姓健
康。但千百年来，传统的小作坊大都条
件简陋，环境脏乱差，从业人员身体健康
与否、生产加工的原辅材料及成品安全
状况如何，均无从得知，存在很大的食品
安全隐患。

如何整治小作坊？这一直是监管难
题。一关了之，固然简单省力，但势必导致
人员失业、传统技艺消亡、市场供给缺憾。
怎样才能既保障民生、又能有效监管？郑州
市食药监局深思熟虑、创新监管模式，决定
采取“底数摸清、规范先行、示范引领、管服
并重”进行综合治理，促使这些小作坊升级
改造，消灭隐患，掌控风险。

郑州现有小作坊 1570多家，涉及 18个
类别、200多个品种。从 2017年 6月开始，
该局在国家和河南省没有出台三小条例、没
有类似技术规范的情况下，不等不靠，靠前
作为，积极组织技术专家先后制订出台了河
南乃至全国的首个《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通
用技术规范》和非发酵豆制品、食用植物油、
坚果炒货、粮食加工品、淀粉制品、糕点、小
麦粉7类小作坊的专项技术规范，明确食品
小作坊应具备的 8个必备条件、7项必备制

度，并在新密进行试点，投入 6199.78万元，
升级改造 219家小作坊，利用二维码和“一
票通”实施监管。

升级改造，核心是功能分区。小作坊大
都没有功能分区，生食熟食在一个地方加
工，极易对食品造成污染。食药监管人员深
入一线，现场拉皮尺测量，画工程设计图，并
随时监督工程进度和质量，以使其达到小作
坊专项技术规范标准。改造后，小作坊食品
安全风险把控不亚于大企业，产量提升，淡
季不停，销量畅通，订单激增，小作坊商家对
食药监管人员感激不已。

经过半年探索，成效显著。2017年 11
月，郑州市政府在新密召开全市食品加工
生产小作坊规范化建设暨专项整治工作现
场会。从此，小作坊治理整顿工作在郑州
全面铺开，并要求今年底前全部完成升级
改造工作。

治理整顿过程中，该局要求各个县市区
要写好三篇文章：一是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
合，写好锦上添花篇；二是与扶贫攻坚相结
合，写好雪中送炭篇；三是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相结合，写好传承创新篇。

如今，郑州经验已赢得全省瞩目。2018
年 7月 3日，河南省食品小作坊治理工作现
场会在郑州新密召开，全省推广此经验，助
力小作坊合法化，展现出“大作为”。

把源头、控风险
“一码”实现全程追溯

市民买菜，在摊位前扫一扫二
维码，就能看到这批菜产地、食品安
全监测报告、经营商家信息，轻松实
现“来源可溯”……目前，在我市毛
庄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一码溯
源”已成现实。这是郑州市食药监
局在农产品全程追溯、把控风险方
面取得的亮眼成果。

郑州市是中部地区食品流通
大市，有流通环节食品经营单位
8.3万家，其中，2万平方米以上的
大型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 8家。著
名的万邦市场、中原四季物流港、
毛庄市场等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
的交易辐射中部地区乃至大半个
中国。

体量如此之大，如何才能高效
管控？互联网时代，传统的监管已
然落后，只有借助先进的信息化手
段，准确高效全程追溯才能管住源
头，把控风险。

但农产品溯源犹如“雄关漫
道”，并非易事。长年以来，溯源是
靠索证（监管部门发放的许可证照）
索票（交易票据）来实现。批发市场
大多凌晨开市，买卖双方忙于交易，
很难做到每笔交易都及时记录并出
具票据，怎么办？郑州市食药监局
指导开发了“溯本通”食品追溯系
统，一个二维码就能轻松解决这一
难题。

来源二维码，可实现“来源可
溯”。其内信息在进场时输入，在
店面醒目位置放置。手机一扫，就
能看到该商户的经营信息、所经营
食用农产品的检验检测合格的报
告、所经营食用农产品产地证明等
信息。来此销售食用农产品者，如
合格，可随时进场；无合格报告者
现场接受检验检测，检测合格，可
获合格报告再进入；检测不合格，
就地销毁。

交易二维码，可实现“去向可
查”。每个商户手里有一个像 POS
机一样的手持交易机。买家如果
刷卡或扫码支付，在付款后，此机
会打印出一张电子小票。票上自
动生成一个交易二维码，里面包含
了交易双方的信息和前文提到的
“来源”二维码里包含的所有信
息。万一这批产品出了问题，就能
通过交易信息查到买家，实现“去
向可追”。

该系统首先在郑州市惠济区
的毛庄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试用，
效果良好。2018年 5月，郑州市政
府在毛庄召开郑州市食品和食用
农产品市场食品安全信息化建设
现场会，要求全市推广此经验，3年
内全域覆盖。

强机制、重投入
构建无缝监管格局

摸底子、促升级
“小作坊”展现“大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