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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监管科，各市场监管所：

为切实加强食品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根据省、市局 2021年

度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要点和《2021 年全市食品生产环节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计划》，结合辖区实际，特制定《临港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21年食品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

按照职责分工，认真组织实施。

临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 4月 12日



2021

2021 年，全区食品生产监管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以防范风险为出发点，以压实

监管责任为着力点，以治理问题为突破点，以提升能力为关键点，

切实推动食品安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切实提升监管实效，严防

严管严控生产领域食品安全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食品

安全问题底线。

一、实施食品生产监管“四查”制度

全面建立实施企业自查、监管部门监督检查、许可合规性审

查和第三方协查的“四查”制度。

（1）落实食品安全自查制度。督导食品生产企业认真落实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定期对食品安全责

任落实情况和食品安全状况进行自查。食品生产企业参照《食品

生产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制定自查表。要求食品生产企业根据

市场监管部门评定的风险等级和企业自身生产特点确定自查频

次，每年 6月 30日前至少保证完成一次全面自查，要求企业年

度自查率达到 100%。



（2）认真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深入开展食品生产企业分类

分级监管工作，科学确定食品生产企业风险等级，按照监管频次

和检查内容开展监管工作。进一步完善以属地日常监管为主，飞

行检查为辅的食品生产监管体系。坚持“市场抽样、结果公示、

有效处置、防控风险”的原则，重点对高风险产品的安全指标进

行监督抽检。加大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力度，依法公开监督检

查、监督抽检等监管信息。依法严格开展不安全食品召回等核查

处置工作。2021年 12月 30日前完成企业分级分类评定。

（3）做好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工作。建立完善食品安全

协调机制，加强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的部门沟通，建立许可审批

与监管的有机衔接，许可和登记工作现场核查阶段认真落实观察

员制度，做到许可、登记与监管无缝衔接。

（4）试点引进第三方机构协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引进技术机构，对辖区内 1家食品添加剂、1家肉制品生产企业

开展第三方公开评价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为日常监管提供技术

支持。

（5）加大抽样检验力度。周密制定抽检计划，突出重点食

品和项目；规范抽样过程，提高问题发现率；依法进行不合格食

品核查处置，加大行政处罚，及时查找问题原因和复查整改；按

时填报抽检检测信息系统，做到信息上下顺畅。

二、强化风险管理，指导食品安全治理整顿

（1）强化风险管理意识。加强监督检查、抽样检验、行政



执法以及投诉等信息的分析研判，进一步细化不同种类食品的主

要风险隐患和防控措施，形成“一品一清单”，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整改工作，有效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食品安全风险。督促企业排

查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和风险，制定风险及其防控清单，实现“一

企一清单”。

建立健全风险会商常态化工作机制，每季度进行一次风险会

商，对监督检查、监督抽检、投诉举报、舆情监测等进行分析，

研究制定风险防控措施。每季度对上一季度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

行“回头看”，形成工作闭环。并根据会商结果调整风险隐患清单，

切实提高风险研判时效性和针对性。

对发现问题实施处罚、原因分析、整改、验证闭环管理，做

好台账登记，实行销号管理。对食品生产企业检查全部录入山东

省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经营监管平台。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对上

年度监督检查和抽检不合格企业的跟踪检查。

（2）开展重点类别食品专项整治。基于风险管控原则，重

点组织开展以治理兽药残留和非法原料为主的肉制品专项整治

（6月到 11月）、食用植物油专项整治（5月到 12月）、桶装

饮用水中的微生物整治（6月到 9月）、饮料标签标识的专项整

治（4月到 9月）、特殊类别食品的专项整治（5月到 11月）。

继续开展食品添加剂使用“对标规范”行动，督促企业建立并执行

食品添加剂“五专（专库（区）存放、专人保管、专册登记、专

人添加和专秤计量）两公开（公开承诺和公开添加剂使用清单）



两台账（食品添加剂进货台账和使用台账）”管理制度。继续开

展乳制品三聚氰胺专项抽检。规范标签标识管理。

三、做好食品加工小作坊监管

严格落实“三小”条例，健全小作坊监管信用档案。规范食品

小作坊自查行为，推进小作坊规范提升。深入开展农村地区，特

别是农村集市的食品小作坊排查治理，全面打击生产农村假冒伪

劣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重点打击“三无”（无生产厂家、无生产

日期、无登记证书）、劣质（以次充好、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

准等）、超过保质期等行为，确保食品小作坊登记率和建档率均

为 100%，净化农村食品消费市场。推进食品小作坊规范提升，

年底 85%以上小作坊达到《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规范》。持续开

展食品小作坊排查，坚决杜绝黑工厂、黑窝点、黑作坊。（完成

时限：11月 30日）

（1）在小作坊负面清单的基础上，理清小作坊与食品经营

者（小商店、小餐饮）的界限，做到应管尽管。

（2）继续推广小作坊园区化治理的有效模式，重点规范打

铁豆腐园区。

（3）在严格监管的基础上，在小麦粉、糕点、食用油、豆

制品等业态中探索创建“食安威海”示范食品小作坊工作，在全区

小作坊中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4）要加强日常监督检查、抽样检验，加大小作坊检查频

次，对每家小作坊检查不少于 2次；监督抽检每年不少于 1次，



确保应检尽检率 100%，严厉打击假冒伪劣食品以及黑作坊等违

法行为。推行“一票通”或产品销售随货单制度，体现产品原料来

源、成品去向的信息，实现小作坊产品的可追溯。

四、加强类保健食品生产监管

（1）明确类保健食品生产监管职责，日常监督检查主要由

区局负责。

（2）强化重点企业（山东圣洲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参密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威海永康明胶有限公司等）监管。

（3）重点打击保健食品、配制酒、压片糖果、特殊形态食

品等品种的“四非”行为（非法生产、非法标识、非法添加、非法

宣传）。继续深入开展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专项整治，重点

打击以会议、讲座、旅游等形式违法违规销售保健食品的行为。

五、强化抽样工作

计划区级抽检 75批次，其中食品生产企业产品 20批次，抽

检小作坊产品 30批次，原料奶 25批次。按时完成不合格核查处

置工作，确保做到产品控制到位、异议处置到位、原因排查到位、

整改验收到位、行政处罚到位等“五个到位”。

六、提高监管人员履职能力

（1）系统开展食品安全监管知识培训，建立食品安全检查

员队伍，提升日常监管、飞行检查等工作的专业化水平，提高基

层监管人员能力。

（2）组织监管人员进行轮训，组织食品生产企业进行观摩



学习。

（3）组织富有实践经验的监管人员录制监管教学视频，发

放到基层监管所，供监管人员参考学习。

（4）对监管人员培训食品卫生规范、食品安全标准等规范

性要求，提高食品监管人员业务素质和履职水平。

（5）加强审查人员培训，鼓励监管人员参加许可审查员考

核，确保许可工作质量。

七、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1）探索实施首席食品安全管理人制度。完善企业食品安

全管理员条件、职责等内容，开展食品生产企业质量安全管理员

考核工作，确保其有效履行职责。开展企业首席食品安全管理人

员培训，推动企业自我管理能力。

（2）推进“食品工厂规范化”行动。企业全面推行食品生产

通用卫生规范等生产规范，食品小作坊推行“六项标准”。督促企

业建立实施质量管理体系，保持有效运行并持续改进。鼓励企业

推行先进的食品安全管理模式，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

（HACCP）、食品安全管理体系（ISO22000）等认证企业数量

增加 1家。全力实施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督促全区规模以上

食品生产企业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深入开展乳制品、肉

制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推动山东鹏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年底前

实施 HACCP体系。开展“食品工厂规范化”实施效果评估，查找

短板，制定纠正措施。（完成时限：11月 30日）



继续开展 “水产品企业实施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HACCP）体系”行动。推动 1家中小型水产加工品生产企业推

行 HACCP管理体系。（完成时限：11月 30日）

（3）继续推进实施食品安全追溯制度。到年底，乳制品、

肉制品、食用植物油、白酒、葡萄酒、食品添加剂等重点食品的

生产企业，应当全部建立信息化食品安全追溯体系；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建成覆盖率达到 100%，其中规模以上生产企业全部应当

建立信息化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4）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在食品生产企业中继续开展

吹哨人制度；在巩固原有成绩基础上，鼓励更多的企业参加食品

安全责任险，年内新增 1家参保企业。

（5）加强企业检验能力建设。针对食品生产企业检验能力

相对较差的实际情况，加强检验业务培训，促使企业更加重视检

验能力建设。

（6）加大食品生产从业人员管理，提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抽查考核率。加大对食品生产企业和食品小作坊负责人、食品安

全管理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力度。完善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抽查

制度，力争考核企业覆盖率提高到 100%。

八、扎实推进“食安山东”品牌建设

（1）对“食安山东”食品生产加工示范企业进行抽查，实施

动态管理。

（2）宣传推广示范企业、示范基地的食品安全内控措施和



成效，以“示范带规范”，努力提升中小型食品企业产业素质，树

立威海食品品牌的良好形象。开设“示范企业大讲堂”，形成示范

引领辐射效应。

附件：临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度食品生产企业日常

监督检查计划表



附件

临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度食品生产企业日常监督检查计划表

序号 被检查单位

本年度

检查次数

检查编号

1 山东鹏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 2021-1-000001 2021-1-000002

2 山东威豪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2 2021-1-000003 2021-1-000004

3 威海市老威海酿酒有限公司 2 2021-1-000005 2021-1-000006

4 山东威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2021-1-000007 2021-1-000008

5 山东味正品康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2021-1-000009 2021-1-000010

6 山东圣洲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2021-1-000011 2021-1-000012

7 威海汇丰冷饮食品厂 2 2021-1-000013 2021-1-000014

8 参园庄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2021-1-000015 2021-1-000016

9 山东上善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 2021-1-000017 2021-1-000018

10 威海东旺食品有限公司 2 2021-1-000019 2021-1-000020

11 威海汉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 2021-1-000021 2021-1-000022

12
威海市威鹰芳香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2 2021-1-000023 2021-1-000024

13 威海永康明胶有限公司 2 2021-1-000025 2021-1-000026

14 威海新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 2021-1-000027 2021-1-000028



15 威海怡然农业生态园有限公司 2 2021-1-000029 2021-1-000030

16 威海明翔食品有限公司 2 2021-1-000031 2021-1-000032

17 威海豪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2021-1-000033 2021-1-000034

18 威海崐鹏食品有限公司 2 2021-1-000035 2021-1-000036

19 山东呈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2 2021-1-000037 2021-1-000038

20 威海荣健堂中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2021-1-000039 2021-1-000040

21 天参密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 2021-1-000041 2021-1-000042

22 威海康晟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2021-1-000043 2021-1-000044

23 威海兴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2021-1-000045 2021-1-000046

24 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鼎鑫食品厂 2 2021-1-000047 2021-1-000048

25 威海方正纳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2021-1-000049 2021-1-000050

26 山东韩进食品有限公司 2 2021-1-000051 2021-1-000052

27 威海珍卤堂食品有限公司 2 2021-1-000053 2021-1-000054

28 威海鳌鹏源食品有限公司 2 2021-1-000055 2021-1-0000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