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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抽检基本情况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以质为本，质以诚为根！为保障淮安市

洪泽区人民饮食消费安全，淮安市洪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家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查处置规定》（国市

监食检〔2020〕184 号）《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总局 15号令）

等相关文件要求，组织实施了全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

淮安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淮安市洪泽区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国检

测试控股集团（安徽）拓维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微谱检测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钛和中谱检测技术（江苏）有限公司共同承担 2023 年淮安市

洪泽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对淮安市洪泽区的流通环节、餐饮环节和

生产环节进行抽检。

本次共抽检 1655 批次，按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要求进行

检测，依据国家标准判定，合格为 1609 批次，不合格 46 批次，不合格率

为 2.78%。

1 2023 年全区监督抽检样品抽检情况

本次抽检区域为淮安市洪泽区，淮安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抽检 450

批次，检出 18批次不合格（17批次餐饮食品，1批次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不合格率为 4.00%；淮安市洪泽区综合检验检测中心抽检 510 批次，检出 9

批次不合格（9批次餐饮食品），不合格率为 1.76%；国检测试控股集团（安

徽）拓维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抽检 80批次，无不合格样品；上海微谱检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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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抽检 114 批次，无不合格样品；钛和中谱检测技术（江

苏）有限公司抽检 501 批次，检出 19 批次不合格（2 批次豆制品，2 批次

糕点，14批次食用农产品，1 批次蔬菜制品），不合格率为 3.79%。具体情

况见表 1。

表 1 各承检机构抽检批次及不合格情况表

序

号
承检机构 县（区）

抽检

批次

数

不合格

批次数

不合

格率%

数量占

比率

不合格食品大类批

次数

1
淮安海关综合技

术服务中心
洪泽区 450 18 4.00% 27.19%

17批次餐饮食品

1批次炒货食品及坚

果制品

2
淮安市洪泽区综

合检验检测中心
洪泽区 510 9 1.76% 30.82% 9批次餐饮食品

3

国检测试控股集

团（安徽）拓维

检测服务有限公

司

洪泽区 80 / / 4.83% /

4

上海微谱检测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洪泽区 114 / / 6.89% /

5

钛和中谱检测技

术（江苏）有限

公司

洪泽区 501 19 3.79% 30.27%

2批次豆制品

2批次糕点

14批次食用农产品

1批次蔬菜制品

总计 1655 46 2.78%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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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样品抽检类别及结果

2023 年淮安市洪泽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抽检 1655 批次，不合格率

为 2.78%，覆盖国抽细则 28 个食品大类（未覆盖茶叶及相关制品、可可及

焙烤咖啡产品、蜂产品、特殊膳食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各大

类食品抽检情况分析详见表 2、图 1。

表 2 2023 年淮安市洪泽区食品抽检样品类型、数量及不合格率

序号 食品大类 抽检批次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率 数量占比率

1 粮食加工品 74 / / 4.47%

2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24 / / 1.45%

3 调味品 67 / / 4.05%

4 肉制品 38 / / 2.30%

5 乳制品 21 / / 1.27%

6 饮料 93 / / 5.62%

7 方便食品 78 / / 4.71%

8 饼干 27 / / 1.63%

9 罐头 27 / / 1.63%

10 冷冻饮品 44 / / 2.66%

11 速冻食品 28 / / 1.69%

12 薯类和膨化食品 19 / / 1.15%

13 糖果制品 52 / / 3.14%

14 酒类 93 / / 5.62%

15 蔬菜制品 80 1 1.25% 4.83%

16 水果制品 27 / / 1.63%

17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32 1 3.13% 1.93%

18 蛋制品 9 / / 0.54%

19 食糖 14 / / 0.85%

20 水产制品 16 / /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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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食品大类 抽检批次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率 数量占比率

21 淀粉及淀粉制品 88 / / 5.32%

22 糕点 200 2 1.00% 12.08%

23 豆制品 40 2 5.00% 2.42%

24 保健食品 1 / / 0.06%

25 婴幼儿配方食品 1 / / 0.06%

26 餐饮食品 211 26 12.32% 12.75%

27 食品添加剂 1 / / 0.06%

28 食用农产品 250 14 5.60% 15.11%

总计 1655 46 2.78% 100.00%

注：红色数值为高于总体不合格率（2.78%），蓝色数值为低于总体不合格率（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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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大类食品抽检情况分析图

从抽检数量看，检测批次最多的为食用农产品（250 批次）、餐饮食品

（211 批次）、糕点（200 批次），占任务总量的 15.11%、12.75%、12.08%；

蛋制品、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食品添加剂抽检较少，均不超过 10

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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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抽检结果来看，餐饮食品、食用农产品、豆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

制品的不合格率均高于总体不合格率（2.78%）。餐饮食品发现 26 批次不

合格，不合格率为 12.32%；食用农产品发现 14 批次不合格，不合格率为

5.60%；豆制品发现 2 批次不合格，不合格率为 5.00%；炒货食品及坚果制

品发现 1批次不合格，不合格率为 3.13%。蔬菜制品、糕点的不合格率均低

于总体不合格率（2.78%）。蔬菜制品发现 1 批次不合格，不合格率为 1.25%；

糕点发现 2 批次不合格，不合格率为 1.00%。其余 22 个大类食品总体质量

稳定良好，未检出不合格样品。

3 样品环节分布及结果

2023 年淮安市洪泽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所有样品均来自餐饮、流通和

生产环节，抽检的 1655 批次涉及 376 家被抽企业数，检出 46批次不合格，

不合格率为 2.78%。具体见表 3、图 2。

表 3 2023 年安市洪泽区各抽检环节抽检批次一览表

抽检环节 被抽企业数 抽检批次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率 数量占比率

餐饮环节 116 217 26 11.98% 13.11%

流通环节 227 1400 19 1.36% 84.59%

生产环节 33 38 1 2.63% 2.30%

总计 376 1655 46 2.78% 100.00%

注：红色数值为高于总体不合格率（2.78%），蓝色数值为低于总体不合格率（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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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环节食品抽检情况分析图

从抽检数量看，流通环节抽检较多，覆盖 227 家被抽企业数，抽检 1400

批次，占抽检任务总量的 84.59%；其次为餐饮环节，覆盖 116 家被抽企业

数，抽检 217 批次，占抽检任务总量的 13.11%；生产环节抽检较少，覆盖

33家被抽企业数，抽检 38批次，占抽检任务总量的 2.30%。

从抽检结果来看，餐饮环节发现 26批次不合格，不合格率为 11.98%，

高于总体不合格率（2.78%）；流通环节和生产环节的不合格率均低于总体

不合格率（2.78%）。流通环节发现 19批次不合格，不合格率为 1.36%；生

产环节发现 1 批次不合格，不合格率为 2.63%。

4 样品抽检来源分布及结果

2023 年淮安市洪泽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共抽检 58 家本市（淮安

市）生产企业，593 家外省或外市生产企业，625 批次未标注样品产地，具

体样品产地详见表 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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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3 年淮安市洪泽区抽检样品产地及生产企业数一览表

产地 生产企业数 抽检批次数 不合格批次数 不合格率 数量占比率

本市（淮安市） 58 98 2 2.04% 5.92%

外省或外市 593 932 / / 56.31%

未标注 / 625 44 7.04% 37.76%

总计 / 1655 46 2.78% 100.00%

注：红色数值为高于总体不合格率（2.78%），蓝色数值为低于总体不合格率（2.78%）

图 3 样品产地情况分析图

从抽检数量看，外省或外市抽检较多，覆盖 593 家生产企业数，抽检

932 批次，占抽检任务总量的 56.31%；其次为未标注样品产地，抽检 625

批次，占抽检任务总量的 37.76%；本市（淮安市）抽检较少，覆盖 58家生

产企业数，抽检 98批次，占抽检任务总量的 5.92%。

从抽检结果来看，未标注样品产地发现 44 批次不合格，不合格率为

7.04%，高于总体不合格率（2.78%）；抽检的本市（淮安市）样品发现 2



第 10 页 共 22 页

批次不合格，不合格率为 2.04%，低于总体不合格率（2.78%）；抽检的外

省或外市样品总体质量稳定良好，未检出不合格样品。

5 样品抽检区域类型分布及结果

2023 年淮安市洪泽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抽检区域类型覆盖城市、

乡镇、景点（城市）、景点（乡镇）、学校周边(城市)、学校周边(乡镇)。

抽检区域类型详见表 5。

表 5 2023 年淮安市洪泽区抽检区域类型一览表

区域类型 抽检批次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率 数量占比率

城市 974 40 4.11% 58.85%

乡镇 452 6 1.33% 27.31%

景点（城市） 4 / / 0.24%

景点（乡镇） 5 / / 0.30%

学校周边(城市) 189 / / 11.42%

学校周边（乡镇） 31 / / 1.87%

总计 1655 46 2.78% 100.00%

注：红色数值为高于总体不合格率（2.78%），蓝色数值为低于总体不合格率（2.78%）

从抽检数量看，城市抽检较多，抽检 974 批次，占抽检任务总量 58.85%；

其次为乡镇、学校周边(城市)，分别抽检 452 批次、189 批次，占抽检任务

总量 27.31%、11.42%；学校周边（乡镇）抽检 31 批次，占抽检任务总量

1.87%；景点（城市）、景点（乡镇）抽检较少，均不超过 10批次。

从抽检结果来看，在城市抽检的样品发现 40批次不合格，不合格率为

4.11%，高于总体不合格率（2.78%）；在乡镇抽检的样品发现 6 批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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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不合格率为 1.33%，低于总体不合格率（2.78%）；其余 4 个抽检区域

类型总体质量稳定良好，未检出不合格样品。

二、不合格数据分析

1 整体数据分析

2023 年淮安市洪泽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共发现不合格产品 46 批

次，9个不合格项目，从抽检结果来看，不合格食品存在 4 大风险隐患，主

要为农药残留超标、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微生物污染、理化

指标，各风险隐患项目详见表 6。

表 6 各不合格类别情况分析表

不合格类别 不合格项目 不合格项次 各类别总项次 数量占比率

农药残留

吡虫啉 11

14 30.43%吡唑醚菌酯 1

氯唑磷 1

噻虫嗪 1

食品添加剂

苯甲酸及其钠盐

(以苯甲酸计)
4

22 47.83%二氧化硫残留量 1

铝的残留量(干

样品,以 Al计)
17

微生物 大肠菌群 9 9 19.57%

理化指标
过氧化值(以脂

肪计)
1 1 2.17%

总计 46 4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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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合格类别来看，食品添加剂（22项次）、农药残留（14项次）最

多，分别占比 47.83%、30.43%；其次为微生物（9项次），占比 19.57%；

理化指标（1 项次）最少，占比 2.17%。

从不合格项目来看，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 Al 计)（17 项次）、吡虫

啉（11项次）这 2个项目较高，均超过 10项次，后期需要着重关注。

2 各不合格食品数据分析

不合格食品覆盖《国家食品安全抽检实施细则》6 个食品大类,各承检

机构不合格食品大类、细类及风险隐患详见表 7。

表 7 不合格食品情况表

承检机构 食品大类 食品细类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项次 风险来源

淮安海关综

合技术服务

中心

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

其他炒货食

品及坚果制

品

1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

（1）
储运不当

餐饮食品
油饼油条

（自制）
17

铝的残留量(干样品,

以 Al计)(17)

工艺控制

不严；超

范围、限

量使用

淮安市洪泽

区综合检验

检测中心

餐饮食品 餐饮具 9 大肠菌群(9)

工艺控制

不严；储

运不当

钛和中谱检

测技术（江

苏）有限公

司

蔬菜制品 蔬菜干制品 1 二氧化硫残留量（1）

工艺控制

不严；超

范围、限

量使用

糕点

糕点 1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

苯甲酸计)（1）

月饼 1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

苯甲酸计)（1）

豆制品
豆干、豆腐、

豆皮等
2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

苯甲酸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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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检机构 食品大类 食品细类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项次 风险来源

食用农产品

普通白菜 4 吡虫啉(4)

种植环节

滥用

豇豆 1 噻虫嗪（1）

柑、橘 1 氯唑磷（1）

香蕉 7 吡虫啉(7)

芒果 1 吡唑醚菌酯（1）

3 不合格项目危害、可能原因分析

3.1 食用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问题

（1）吡虫啉

吡虫啉属氯化烟酰类杀虫剂，具有广谱、高效、低毒等特点。长期食

用吡虫啉超标的食品，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吡虫啉在香蕉中的最大残

留限量值为 0.05mg/kg，在青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0.5mg/kg。

（2）吡唑醚菌酯

吡唑醚菌酯为杀菌剂，属于甲氧基氨基甲酸酯类，通过抑制菌株的呼

吸作用，进而达到杀菌的效果，可防治香蕉等黑星病、叶斑病等。食用吡

唑醚菌酯超标的食品一般不会导致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吡唑醚菌酯超标

的食品，对人体健康也有一定影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吡唑醚菌酯在芒果中的最大残留限

量值为 0.05mg/kg。

（3）氯唑磷

氯唑磷是一种有机磷杀虫剂，具有触杀、胃杀和内吸作用。《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氯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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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在柑、橘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0.01mg/kg。

（4）噻虫嗪

噻虫嗪是烟碱类杀虫剂，具有胃毒、触杀和内吸作用，对蚜虫、蛴螬

等有较好防效。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噻虫嗪超

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影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

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嗪在豇豆中的最大残留限

量值均为 0.3mg/kg。

出现吡虫啉、吡唑醚菌酯、氯唑磷、噻虫嗪农药残留超标的可能原因：

①我国现有农药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不高；

②施药技术不到位，药械落后，施药中跑、冒、滴、漏问题突出，污

染作物和环境；

③农民缺乏安排合理使用农药的意识和基本知识，任意加大或减少用

药量，长期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

④不按照安全间隔期收获农作物。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如下：一是加强部门协作，积极与农业农村部门、

林业等部门沟通协作，推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环节安全监管，严格农业

投入品管理，切实保障食用农产品食品安全；二是加强源头管控，督导种

植养殖户落实主体责任，提高经营者溯源意识和法律责任，全面提升食用

农产品可溯源性，实现食品安全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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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超范围、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问题较为突出

（1）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 Al计）

含铝食品添加剂，比如硫酸铝钾（又名钾明矾）、硫酸铝铵（又名铵

明矾）等，在食品中作为膨松剂、稳定剂使用，使用后会产生铝残留。《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油炸

面制品中铝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100mg/kg。

出现铝的残留量超出国家标准可能的原因：

①可能是个别商家为增加产品口感，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超限量使用含

铝食品添加剂。

②也有可能是其使用的复配添加剂中铝含量过高。

（2）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是食品工业中常用的一种防腐剂，对

霉菌、酵母和细菌有较好的抑制作用。长期食用苯甲酸及其钠盐超标的食

品，可能导致肝脏积累性中毒，危害肝脏健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在豆腐、糕点、月饼中均不

得使用苯甲酸及其钠盐。

出现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超出国家标准可能的原因：

①生产企业为延长产品保质期；

②弥补产品生产过程中卫生条件不佳而超范围使用。

（3）二氧化硫残留量

二氧化硫是食品加工中常用的漂白剂和防腐剂，具有漂白、防腐和抗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3/425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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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作用。少量的二氧化硫进入人体不会对身体造成健康危害，但过量食

用会引起如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二氧化硫在干制蔬菜中的最大使用量

为 0.2g/kg。

百合干中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①生产者使用劣质原料以降低成本后为提高产品色泽而超量使用二氧

化硫；

②使用时不计量或计量不准确；

③由于使用硫磺熏蒸漂白这种传统工艺或直接使用亚硫酸盐浸泡所造

成。

添加剂超标是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这类产品基本都是小作坊生产

的，油条中铝的残留量超标问题较为严重。下一步需要重点管控小作坊生

产过程中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问题。

3.3 微生物问题需时刻注意

（1）大肠菌群

大肠菌群是国内外通用的食品污染常用指示菌之一。食品中检出大肠

菌群，提示被致病菌（如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污染的

可能性较大。如果食品中的大肠菌群严重超标，将会破坏食品的营养成分，

使食品失去食用价值；还会加速食品腐败变质，可能危害人体健康。《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GB 14934-2016）中规定，复用餐饮

具中大肠杆菌不得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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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餐（饮）具（纸片法、发酵法）中检出大肠菌群可能有以下几种

原因：

①产品的加工原料、包装材料受污染；

②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受人员、工器具等的污染；

③灭菌工艺灭菌不彻底导致的。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一是深入分析原因，采取有效措施，督促企业

真正整改落实到位；二是开展专项整治，强化跟踪抽检，消除风险隐患；

三是加强标准宣贯，GB 31654-2021《食品安全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

范》已正式实施，对餐（饮）具食品容器及工具清洗、消毒流程均进行了

明确要求。

3.4 品质指标状况不容乐观

（1）过氧化值

过氧化值主要反映炒货食品中油脂是否氧化变质。随着产品中油脂氧

化，过氧化值会逐步升高，虽一般不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损害，但食用不

合格产品严重时会导致肠胃不适、腹泻等症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

与籽类食品》（GB 19300-2014）中规定，熟制花生过氧化值的限量值为

0.50g/100g。

出现过氧化值超标的可能原因：

①原料中的脂肪已经氧化；

②产品在储运过程中环境条件控制不当；

③原料储存不当，未采取有效的抗氧化措施，导致原料中的脂肪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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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终产品油脂氧化。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如下：一是加强原辅料的质量管理，重点管控环

境卫生状况；二是严格把控产品存储和运输条件，降低储运过程食品安全

风险隐患。三是强化核查处置，对涉及不合格生产企业（含小作坊）和经

营单位加强指导和监管，督促其落实主体责任，以高质量的核查处置工作

推动企业整改问题，提升企业质量管控水平，有效降低不合格率。

三、总结

结合 2023 年淮安市洪泽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总体情况，为进一步

保证食品质量安全，及时抽检并发现潜在食品安全问题，给出以下建议：

1 结合 2023 年全年抽检，制定抽检方案，提高监抽针对性

结合重点关注项目和高风险因子，制定具有淮安市洪泽区食品安全状

况针对性的抽检计划。同时，把公众最关心的食品、最不放心的品种、区

域作为检测重点，有针对性地抽检，扩大抽检覆盖范围和批次，严防问题

食品流入市场。

（1）食品大类覆盖率：2023 年淮安市洪泽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覆

盖 28个食品大类（未覆盖茶叶及相关制品、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蜂产品、

特殊膳食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蛋制品、保健食品、婴幼儿配

方食品、食品添加剂抽检较少，均不超过 10批次，在后期的抽检任务中，

加大这几类食品的抽检力度，同时继续覆盖剩余未抽检的茶叶及相关制品、

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蜂产品、特殊膳食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5

大类食品，做到全品类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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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餐饮食品不合格类别：2023 年淮安市洪泽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

务中餐饮食品的不合格率是最高的，检出 26批次不合格（9 批次餐饮具，

17批次油饼油条（自制）），建议可适当减少餐饮具、油炸面制品抽检数

量，针对餐饮食品其他细类加大检测，发现问题。

（3）食用农产品不合格类别：2023 年全年淮安市洪泽区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任务中食用农产品抽检量是最高的，在所有的不合格食用农产品中，

不合格类别覆盖普通白菜、豇豆、柑、橘、香蕉、芒果，其中香蕉不合格

批次（7批次）最高，建议在后期的抽检任务中，可适当减少香蕉的抽检数

量，同时继续加大其余类别的抽检，提高问题发现率。

（4）调整抽检重心：另外根据季节的变化，时令的更换，开展针对性

更强的检测。比如中秋、国庆将至，部分品类食品将成为消费热点，以商

超、农贸市场等为重点检查场所，以两节期间消费量大的大宗食品、节令

食品为重点品种，主要涉及月饼、肉制品、乳制品、饮料、糖果制品等进

行重点抽检。同时也可以参照邻近地区爆发的食品事故，进行预防性地检

测；也可以主动找出一些易发、易染的食品加强检测。分季节和地区、有

针对性的抽检容易出问题的样品和检测项目，努力做到无死角地全覆盖，

起到全方位的监督保证作用。

（4）重点检查社会餐饮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原料进货查验制度。

分析所有不合格样品，豆腐中的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超标占 2

批次，糕点、月饼中的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超标均占 1 批次，

为了延长豆腐、糕点、月饼的保质期，在制作过程中会加入苯甲酸及其钠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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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以苯甲酸计）；百合干中的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占 1 批次，为了使百

合干卖相更好，在制作过程中会加入二氧化硫残留量；油条中的铝残留超

标占 17批次，为了使油条口感更佳，在制作过程中会加入含铝泡打粉，导

致“铝禁不止”；针对这一现象，需要加大监管、宣传力度，引导餐饮单

使用无铝泡打粉进行加工；对于油条中的铝残留超标，则需要加大对原料

的进货查验制度，避免采购问题原料，杜绝因问题食品原料造成的不合格

食品被检出。

2 构建智能系统，推进食品安全信息化监管

建立食品安全溯源系统，实现食品生产有记录、信息可查询、质量可

溯源、流向可跟踪、责任可追究，保证食品安全的可溯源性管理。加速推

进智慧监管，逐步实现食品生产经营远程可视、流程可控、全程可查。

3 加大培训力度

3.1 开展科普宣传，减少拒抽现象发生

强化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普及食品《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

法》等法律法规，提高人民群众维权能力和食品安全意识，营造人人关注、

人人重视食品安全的社会氛围；同时，加大宣传，告知拒绝抽检的性质，

减少拒抽现象发生。

其次，科普安全食品鉴别知识。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活动，借助广播、

电视、网站等媒体，加强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领域和健康领域的相关知识

的教育培训工作，教授常见食品优劣的辨别方法，生产经营单位的资质识

别，使得消费者在消费时有参考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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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强对食品添加剂使用的培训和指导

对于食品中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问题，应进行综合管理，加强

对生产企业及加工人员消费者宣传教育，使他们了解过量使用添加剂所造

成的危害，规范添加剂的正确使用方法、使用范围和安全使用量，对于超

限量、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单位给予严厉处罚。

4 加强网络食品抽检

随着网络购物的发达与便利，网络购买食品已成为人们的消费日常，

网络食品的质量安全不可忽视。由于疫情影响，网购食物在保障城镇居民

食物供应方面担当重要角色。由于网络上食品质量参差不齐，建议加强网

络销售的预包装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抽检力度。

5 加强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交流

总结历年来检验检测数据，对食品中存在或可能存在的潜在隐患及可

能造成的危害进行风险分析、预警、交流；同时持续关注社会食品问题，

对媒体曝光和消费者投诉举报的食品安全信息积极组织调查核查，采取有

效措施，排除食品安全隐患。

6 坚持以发现问题为导向，提高问题发现能力

对过往全国、全省及全市的报道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对容

易出现问题的品类及项目重点关注，重点覆盖，确保抽样的针对性、靶向

性，并且侧重对“小地方、小商店、小品牌”进行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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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强承检机构管理，提高食品抽检水平

加强承检机构管理，采用多种手段进行考核，如盲样考核、备样复测、

现场检查、数据质量抽查等方式，优选食品抽检规范的承检机构，从而提

高贵局的食品抽检水平。

8 落实“检管结合”模式

市场局可派出监管人员陪同承检公司抽样。抽样时，监管人员现场检

查被抽样场所的相关经营资质和经营条件，是否履行进货查验相关手续等，

不断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水平，进一步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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