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食品集中加工中心建设全国领先

南海区自2014年起全面实施食品小作坊集中管

理，是全省首个出台小作坊地方规范性文件的县

区。这一管理经验被《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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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深入贯彻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形成食品安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聚力民心工程 守护舌尖安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吃得放心便是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关键点之一。

11月11日，南海区召开创建广东省食品安全示范区中期评估汇
报会。

近年来，南海深入贯彻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以“创建广
东省食品安全示范区”为抓手，坚持创新引领，在全国率先全面实施食
品小作坊集中管理；在全省率先探索边角料“闭环式”处理机制、首推
家禽副产品集中分拣模式以及率先推行“一建两创”规范农村集体聚
餐；在全市首创小摊贩规范治理模式、率先探索建设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点以及率先探索智能化监管……初步形成食品药品安全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今年6月份，南海市场监督

管理局举行“安全生产月”科普

知识宣传志愿活动，志愿者们积

极向市民派发《食品安全知识读

本》，同时向市民科普食品安全

知识。

“为什么要把青菜放在杯子

里？注入这些液体是做什么

呀？”今年8月份开展的“不负年

华·争做好少年”职工子女暑期夏

令营活动之食品安全体验课程，

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在了解

食品检测时，纷纷提出自己的疑

问，工作人员一一给予了回答。

事实上，为市民科普食品安

全知识的这一幕时常在南海上

演，原因在于南海抓好食品安

全监管等日常工作之余，专题

宣传、“五进”活动、科普宣教等

食品安全宣传教育也常抓不懈，

包括在全市率先开展食品安全

示范村居建设工作；在社区、企

业等组建食品安全志愿者队伍；

在食品安全普法、科普、义务监

督、投诉举报等领域提供志愿服

务等。

另外，南海还在全省首推

“一镇一基地”建设，推动各镇街

建设食品药品科普主题公园、科

普基地。目前，已建成科普公园

或基地8个，为市民学习食品药

品安全知识，鉴别保健食品中的

骗局提供了好去处，也让市民共

享了食品安全的成果。

在南海，食品安全一直都是区

委、区政府的重要工作议题。2015
年，被评为全市唯一的佛山市食品安

全示范区；2017年成为全市唯一的

广东省食品安全示范区创建单位；

2018年，南海启动广东省食品安全

示范区（县）创建；2020年南海又启

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工作。

近年来，以创建广东省食品安

全示范区为抓手，南海把食品安全

当成“一把手”工程来抓，全面压实

“党政同责”。区委常委会、区政府

常务会议每年多次专题研究食品安

全工作，尤其自2019年底以来，将

食品安全工作提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区委、区政府等主要领导及党政

班子成员高频次调研督查、高密度

研究部署，亲自过问、亲自研究、亲

自推动食品安全工作；在2020年6
月开展食品安全整治工作期间，区

委、区政府等主要领导及党政班子

成员亲自挂帅，“一人一场、每周一

次”督导农贸市场等整治工作。

在食品安全的投入上，南海从

不吝啬，持续不断强化人、财、物的

保障，包括在全市最早配备食品药

品快速检测车9辆，全面升级改造

镇街农产品检测中心8个，区、镇两

级政府逐年增加食品安全工作经费

投入。

在汇报会上，南海区委书记闫

昊波强调，南海区委、区政府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

严”指示精神，将食品安全工作摆在

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突出位置来

抓，坚持高位推动严格落实“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的要求，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接下来，南海区

将借助中期评估的机遇，认真听取

专家组的反馈意见，推动示范区建

设各项工作再抓实，效果再提升，争

取拿出更靓丽的成绩，交出更满意

的答卷，为南海人民群众打造一个

食品安全城市、幸福美满城市。

南海区是食品生产、流通、消费

重要地区，食品供应需求大，食品贸

易活动频繁，食品安全形势复杂严

峻。在此背景下，南海食品安全工作

仍亮点频出，这背后是敢为天下先的

南海精神起到支撑。

早些时候，南海在全市首创“八

个一”标准建设社区食安办，制定了

一块牌子，一支队伍，一个办公场

所，一套办公设备，一个移动办公平

台，一套工作制度，一套工作档案，

一套工作标识的标准规范，在全区

所有社区建设食安办，搭建了全区

1700多人的食品药品安全协管队

伍，实现队伍建设、制度建设、档案

建设、效能建设的全面提升。

此外，为了引导农贸市场提升

管理水平，桂城街道试行农贸市场

量化考核信用管理，对街道内29家
农贸市场试行量化考核信用管理，

以季度为周期对市场的食品安全工

作进行考核排名，每季度公布“红黑

榜”，对上“红榜”的市场予以现金奖

励，对上“黑榜”的市场列入重点监

管名单，进行重点约谈和高频次督

促整改。

一次又一次的创新之举，让食

品安全工作越抓越细越抓越实。

今年，里水镇沙涌综合市场出

现了新变化，在市场里出现了边角

料处理专用桶，专门用来收集猪肉

档口产生的边角料；在里水镇食品

集中加工中心内，设置了烧腊油回

收专用桶，将加工过程产生的废油

脂、边角料统一回收、统一处理，有

效规范回收处理。

这些改变是南海实施肉品“边

角料”全链条闭环管理的一个缩

影。今年以来，为了让市民放心买

肉，放心吃肉，南海在全省率先实施

生猪产品边角料“厂场挂钩、集中回

收”闭环管理制度，针对全区177个
市场所有猪肉档口产生的边角料，

由具备资质的油脂企业统一收购处

理或由市政单位统一作无害化处

理，从源头上斩断中间利益环节，实

现生猪产品“边角料”从市场到工业

品生产厂家或无害化场所的无缝对

接、日产日清、闭环管理。

同时，南海还扩展闭环管理范

围，推行家禽副产品集中分拣模式，

对有食用价值的家禽内脏副产品，

须在屠宰场所内统一完成清洗、分

拣、包装及冷藏冷冻等初加工环节，

经检验合格后，附带合格证明出场，

从而确保了禽肉和家禽副产品质量

安全。

而对于深受市民喜爱的烧腊，

南海早在2009年就提出以“政府

搭台、企业投资、市场运作”的模式，

创建食品集中加工中心，开始探索

食品小作坊集中管理模式，推动

企业正规化生产。如今已经建成

食品集中加工中心 7个，进驻小

作坊161家、小微企业40家。同

时，通过制定和推行《南海烧腊》

联盟标准，在全省率先建立了烧腊

食品生产-加工-销售的“全环节”

溯源机制，让“南海烧腊”的香味飘

得更加远。

在南海环球水产批发市场，

市民只需扫一扫摊位前的二维

码，便能知道这些水产品的产地

等信息。

去年，在市场流通源环节，

南海在全省首创“联盟采购、统

一检测、源头把关”模式，并在

环球水产市场进行试点，倒逼

上游供应商把好质量关，目前

该试点效果初显，同时南海正

在推动水产品溯源系统与其它

批发市场和相关零售市场的系

统对接，实现全区水产品安全

闭环追溯。

食品安全既是产出来的,也
是管出来的。近年来，“智慧监

管”已成为南海食品安全工作的

高频词。在食品生产、餐饮环

节，南海大力推进“互联网+”工
程，全区7间食品集中加工中心

均实现“阳光车间”，全部持证餐

饮服务单位基本实现“明厨亮

灶”，1.6万家餐饮单位上线“佛

山市阳光餐饮”平台。

另外不少镇街在全区既定

工作的基础上对“智慧”加码，例

如，桂城建成全市首个食品药品

智能化监控平台，里水建成“食

安e+”平台，狮山搭建食品安全

大数据云平台，在全区既定工作

的基础上对“智慧”加码，利用手

机APP平台、智慧监控平台等

方式，发动社区、村居协管员搜

集食品经营企业基础大数据，排

查风险隐患和存在问题，指导企

业补齐短板，推动企业开展自查

报告，进一步实现对辖区食品企

业的电子化监督和管理互动，极

大提升监管效能。以“食安e+”
平台为例，在2019年，通过对

协查数据进行倒查，共督促关停

企业办理注销工作445宗，督促

地址变更申办73宗，核对主体

业态变更企业270家。

目前南海正着手探索在区

政务云上建设区级智慧监管业

务服务应用平台，对全区食品检

测和溯源管理进行数据关联，将

服务于市场主体履行责任和行

政部门提升监管水平。

全区上下联动
打响食品安全攻坚战

创新工作手段
筑牢食安防线

严把食品“产购销”
让市民吃上放心肉

用心抓

放心买

安心吃 探索智慧监管新模式
让食品安全“看得见”

开心学 宣传教育常抓不懈
提升食安常识知晓率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春妹通讯员刘小祺库珍丽

■农贸市场管理抓实抓细，让市民买得更放心。（通讯员供图）

南海食品安全
监管“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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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省率先探索边角料“闭环式”处理机制

在全区施行“厂场挂钩、集中回收”的“闭环式”统一

回收处理制度，从而建立了“流向清晰”的肉品边角

料及剩油脂闭环处理机制。

3 全省首推家禽副产品集中分拣模式

2020年8月起，统一要求农贸市场，对有食用价值

的家禽内脏副产品，须在屠宰场所内统一完成清

洗、分拣、包装及冷藏冷冻等初加工环节，经检验合

格后，附带合格证明出场。

4 全省率先推行“一建两创”规范农村集体聚餐

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对农村集体聚餐点进行建档，对

承办村宴的流动餐厅实行备案管理，颁发备案登记

证明并创立流动餐厅“红名单”。

5 全市首创小摊贩规范治理模式

2016年，南海采取划定小摊贩经营区域、经营时段

的方式，并对食品摊贩采取“六个统一”规范登记管

理，发出全市第一张食品摊贩登记卡，这一管理经

验写入《佛山市食品摊贩规范管理指导意见（试

行）》，在全市推广。

6 全省首推“一镇一基地”建设

目前，已建成科普公园或基地8个。桂城建成全市

首个食品药品科普基地，被评为广东省科普教育基

地、广东省青少年科普基地、佛山市科普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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