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食药监管网格化体系
4 月 27 日，全市“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

实”长效机制推进大会召开。
在此次大会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天君明

确提出了在各项工作推行网格化管理的新思路。
会后，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立即组织

学习贯彻，成立了贯彻“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
实”长效机制领导小组，通过“构建三级内网”、“下
沉八项职责”、“采取九项措施”、“完善三个机制”，
迅速构建食药监管网格化体系，推进监管工作。

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李新章说，
食药系统管理网格，是按照“逐级负责、全面覆盖”
的思路构建。市局 12名班子成员分包全市 12个
县（市、区）、郑州新区、综保区、高新区，市局、稽查
支队的 22个处室、队和县（市、区）局班子分包全
市 196个乡（镇）办（包括管区），与乡（镇）办结成
对点联系单位，主动对接，帮助解决基层困难，融
入第一网格。而各县（市、区）局的 380名有执法
资格的人员全部下沉到全市2942个村（社区），融
入第二网格，并负责联系第三网格。

目前，全市食药系统网格体系初步建立，530
名干部职工全部逐级下沉到第一、二级网格。

李新章说：“网格化管理的推出，延伸了触角，明晰
了职责，整合了力量，是解决‘两大问题’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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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医
疗器械，作为监管机构，郑州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监管工作的每一项都与民生息息
相关。

随着食品药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依靠
以前单一的部门条形监管模式，已经无法满
足日常监管需求。

在全市“坚持依靠群众推行工作落实”
长效机制推进大会召开之后，郑州市药监局
学习贯彻网格化管理新思路，迅速构建食品
药品监管网格化体系，全面推进监管工作。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网格化监管新机
制的效果立竿见影——三级网格共排查出
涉及“四品一械”的非法生产、非法经营等问
题2436件，即时处理解决2306件，上报立案
查处 130 件，取缔非法生产、非法经营窝点
10 个，总案值 550 多万元，移送公安机关犯
罪嫌疑人24人。

据统计，查处的窝点数、案值数和移送
人数均超过去年一年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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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问题困扰食品药品监管工作
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管全市餐饮食

品、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和医疗器械（“四品一
械”）监管工作。

全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总编制 521名，
实有 530 人，其中，市局机关 80 人，14 个县（市、
区）局450人。

随着食品药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依靠单一
的部门条形监管，“两大问题”逐渐凸显：

一是监管力量严重不足。据统计，全市有餐
饮企业17782家、药械企业8146家，约占全省的1/
4，如此庞大的工作量与监管人员数量比例悬殊，
事多、人少的矛盾突出。

二是非法生产、非法经营更加隐蔽，更难查
处。制售假劣食品药品窝点多藏匿于城中村、城
乡接合部和农村，查处难度越来越大。

而这两大困扰本市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难
题，在网格化管理面前，迎刃而解。

食药系统网格体系建立后，郑州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又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最
大限度地将监管职责逐级下沉。

市局除保留“一类医疗器械注册审批”、
“药店审批”、“大要案查处”3项监管职责外，
其他 11 项监管职责全部下放给各县（市、
区）局。

而各县（市、区）局又将日常监管巡查、

行政许可检查、“四品一械”送检、食品安全
快速筛查、不良反应与突发事件的发现和上
报、受理举报、投诉以及从业人员培训、宣传
教育等8项监管职责授予三级网格人员：

由三级网格人员对“四品一械”经营企
业的日常监管巡查，发现违规行为即时纠正
或上报；对饭店、药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审
批时进行现场检查；根据市局、县（市、区）局

的抽验计划安排，对“四品一械”进行送检；
利用快速检测箱对饭店食品安全进行现场
筛查；对发现的药品、医疗器械不良反应与

“四品一械”突发事件及时上报；受理人民群
众关于“四品一械”违法行为的举报、投诉；
组织“四品一械”从业人员的法律法规和业
务知识培训；并对网格内人民群众进行食品
药品安全宣传教育。

为了保障网格人员更好地履行职责，完
成任务，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三
级网格力量，对全市餐饮药械市场进行了

“拉网式”排查，完善了监管工作台账，实施
动态管理，做到资源共享。向食品监管的重
点区域配发餐饮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箱，使网
格人员可以在巡查中对饭店食品直接进行
快速筛查。

李新章说，这项工作目前还在进行中，
现在已经配发 80 台，将逐步配发到全市第
一网格，实现全覆盖。

在部分大型饭店和学校食堂建立餐饮

食品安全数字化监控系统，这个系统可以直
接与四级数字平台对接，网格人员可以通过
手机远程视频监控、录像、拍照、截图，制止
和纠正违法行为。

对全市饭店进行量化分级评定，在每家
饭店悬挂量化分级公示牌，网格人员可以根
据饭店不同等级调整巡查频次。

对药品、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则建立信用
等级，网格人员的巡查结果将作为重要评定
依据，“这样可以督促企业为了取得较高的
信用登记而积极配合网格人员的巡查。”

在市局，建立起保健食品、化妆品数据

信息库，网格人员可以登录查询批准文号、
成分含量等相关信息，以辨别真伪。

市局还将监管工作常识编写成《郑州市
食品药品监管局网格人员业务手册》，发给
三级网格人员人手一册，以备时刻学习和在
巡查、检查中对照。

每周组织一期网格人员集中培训，邀请专
家或组织业务骨干，讲授法律法规和专业知
识，目前已组织了8期，参加培训700多人次。

此外，还在第一、二级网格每周组织一
次“传、帮、带”碰头会，由网格人员提出问
题，执法人员负责解答。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看得见但管不了”、
“管得了但看不见”的问题，破解执法主体和
执法程序的法律限制，实现条块联动、形成
合力，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建立健
全了“联动协作”、“联合执法”、“考核考评”
三项机制。

发现问题，执法人员与网格人员能就地
解决的，立即解决；问题涉及相邻网格，或者
需要相邻网格执法人员协助的，立即向上一
级网格责任人反映，由上一级网格责任人调
配或牵头，与相邻网格执法人员联合行动，
共同查处，破除网格细化后执法程序的瓶
颈。

对县（市、区）局无法单独查处的大要
案，由市局分包副局长牵头，联合公安部门，
共同查办。

针对各县（市、区）局的网格化管理工
作，制订考核方案，将工作分解为 21 项，细

化为2000分，每季度进行一次考核和排名。
同时，还对全市食药系统三级网格人员

建立月考评机制，组织基层三级网格人员每
月对系统的三级分包责任人打分，并对打分
情况进行排名和通报，考核考评结果与评先
评优、干部使用、责任追究三挂钩。

采用种种举措建立的网格化监管机制，
效果十分显著。

5 月 10 日，经网格人员巡查举报，高新
区百炉屯村一民宅内有疑似生产假药窝点。

由市局分包领导协调，稽查支队与公安
部门联合出击，当场查封、扣押“咳喘灵胶
囊”、“痒除根胶囊”、“地塞米松片”等大量假
药成品、半成品和生产、包装设备、原材料，
货值金额高达 300 余万元，犯罪嫌疑人何
某、苏某等4人均被刑事拘留。

据悉，这是该局近 3年来查处的较大的
生产假药案。

李新章表示，下一步，将从培训网格人
员、完善设施设备、探索融合机制、加强考核
奖惩四个方面入手，强力推进网格化体系建
设和网格化管理工作，把市委、市政府的英
明决策，转化为社会管创新的实践，转化为
人民群众的实惠。

职责下放，授予三级网格人员八项任务

九项措施确保条块融合取得实效

联动协作、联合执法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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