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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整治食品安全联

合行动工作简报 
第8期 

市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工作组  2019年11月7日 
 

 

临沂市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新

闻发布会召开 

 

11月7日，临沂市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新闻发布会召开。市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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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思权出席会议并发布联合行动

工作情况。市教育局副局长陈景山、市农业农村局副调研

员朱志军，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整治食品

安全联合行动工作组、工作专班负责同志，省、市10家新

闻媒体和网络媒体记者参加发布会。 

临沂市共有餐饮服务经营者40383家，学校食堂3742

家，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4家，入网餐饮单位8629家；校

园周边食品店1901家；保健食品生产企业11家，经营单位

5017家；农药经营店4896家；兽药经营店600家。在市

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按照

“四个最严”的要求，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扎实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整治

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精心部署联合行动。市县两级分

别制定联合行动方案，成立了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联

合行动工作组，分线设立工作专班，明确工作任务。召开

了全市专项整治推进工作视频会，相关责任部门进行了详

细的安排部署。由县级干部带队，市各相关部门先后两次

对各县区食品安全整治工作进行调研检查督促抓好问题整

改。二是加强统筹协调，凝聚整体工作合力。各级党委政

府以及纪委监委的领导和支持，有关部门密切协作，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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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整治行动,大大提升了工作效能。三是聚焦重点任

务，集中解决突出问题。开展了校园及周边“三高一多”

食品、“三无”食品、“过期”食品专项整治和校园食堂

“大培训、大观摩、大检查、大提升”行动，督促食品经

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截至目前，全市共检查校园周边食

品生产经营者11093家次、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及分

支机构82家次、入网餐饮服务单位15637家次，下线3555

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5103份，整改率达100%。进行全

面监督检查。至10月23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0414人

次，检查保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7072家次，查处违法问题

112件，责令整改101起，利用广告监测平台监测广告（含

普通广告）116.5万条次。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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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种子、农药、肥料等品种为重点，开展农药管理

“百日攻坚”行动，切实加大日常巡查力度，确保不留死

角，检查生产经营企业2782家次，出动执法人员2300余人

次，责令整改180余家。实行市、县两级同步约谈的模

式，放大约谈效应。集中组织约谈校园周边食品经营业户

31次，食品供货商189家，网络订餐平台53次。加大抽检

力度,对现场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位，按照“查检结合”

要求，实施现场抽样检验。全市安排校园周边、网络餐饮

专项抽检2830批次，农产品专项抽检200批次，对157批次

不合格食品依法进行核查处置。四是突出“五个一批”，

重拳打击违法行为。严厉打击行业“潜规则” 和各种不

法行为，坚决取缔“黑工厂”“黑作坊”“黑窝点”，共

立案查处食品违法案件358起，取缔无证企业（含黑工

厂、黑作坊、黑窝点）30家，移送司法机关案件15起；立

食品领域刑事案件130起（涉互联网案件2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415人，刑拘295人，打掉犯罪团伙38个，捣毁制假

售假窝点68处，涉案金额3226万元。五是积极探索创新，

深入推进长效监管。建立监管执法检测一体化机制。实现

监管、执法、检测“三位一体”， 实施精准式、制导式

执法，放大专项整治效应。全市完成监督抽检34622批

次，发现不合格食品1195批次，均依法进行核查处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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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食品安全每周查”行动。邀请新闻媒体、社会监督

员、市民代表，每周随机抽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直播检

查执法行动。强化信用监管机制。积极探索食品安全监管

流程再造新模式，强力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自我

管理。实行A、B、C、D四级信用积分管理。强化对食品生

产经营严重失信者的联合惩戒，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

限”的氛围,提高失信成本。建立学校食堂大宗物品集中

采购机制。实现全程质量追溯，全面提升校园食品安全保

障水平。建立“食品快检信息平台”。利用信息化手段，

将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大中型商超、集体用

餐单位等组建快检信息网，时时上传快检数据。有效提升

食品安全风险研判、风险预警水平，倒逼企业履行主体责

任，提高监管效能。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建立多层次、立体式的食品安全宣传工作格局。在市内媒

体临沂日报、市电视台开辟“食安临沂”专栏。在校园及

周边通过张贴宣传画、承诺书、抽检结果公示、案例展

示、设立警示标志、发放《致学生和家长的一封信》等形

式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学生认知危害，自觉抵制“三高一

多”食品。在互联网开通“临沂食安云”微信公众号，实

行“码上说、马上办”，畅通宣传引导、公众沟通渠道。

广泛开展食品安全知识“五进”、“学校食堂开放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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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引导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

管。整治期间开展宣传活动738次，发放宣传资料63700

份，播放科普视频77次，举办科普讲座18次，发放评估问

卷1700余份，媒体报道22次，受众近86400余人。 

下一步，临沂市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形成整治合

力。市场监管、公安部门发挥好双牵头作用，教育、农业

农村等主要责任部门要搞好衔接配合，加强协作联动，始

终保持工作合力。突出整治重点，落实“五个一批”，切

实取得可检验、可评判、可感知的整治成果。 

 

 

 

 

 

 

 

 

 

 

 

 

报：省联合行动工作组,临沂市纪委监委机关，临沂市联合行动

工作组各成员单位。联合行动工作组长、副组长。 

发：各县市区联合行动工作组。 

临沂市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工作组印发 2019 年 11 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