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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食品安全“三安联动”

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桓政办字〔2016〕12 号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研究，现将《关于建立食品安全“三安联动”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4 月 1 日



关于建立食品安全“三安联动”

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

为强化部门间相互衔接与配合，创新管理方式，提高监管效能，现就建立食品安全

“三安联动”监管工作机制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农业部《关于加

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管的意见》（农质发〔2014〕1 号）、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管总

局关于加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农质发〔2014〕14 号）、食品

药品监管等部门《关于印发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通知》（食药监

稽〔2015〕271 号）、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省政府令第 277 号)要

求，充分发挥各方职能作用和技术优势，建立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安）、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部门（农安）和公安“三安联动”监管工作机制，推进监管、执法、检测、信息等

资源共享与合作，实现无缝衔接，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二、构建全程监管制度

（一）进一步加强监管职责衔接。各部门共同研究解决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职

能交叉和监管空白问题，进一步厘清监管职责，细化任务分工，形成监管合力，构建从农

田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体系。

（二）强化收贮运行为监管对接。农业、水务、林业、畜牧兽医部门（以下统称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依法负责食用农产品从种植养殖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

或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食用农产品进入批发、零

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后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进一步加强食用农产品收购、贮藏、运输

活动监管，规范贮存、运输和装卸行为，打击影响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行业“潜规则”。

贮存、运输冷冻冷藏保鲜的食用农产品应配有相应的冷冻冷藏设施。实施食用农产品贮存、



运输索证索票和记录制度，督促经营者在贮存、运输过程中，向供货方索取相关证照、农

产品合格证明、产地证明及销售专用凭证，并予以记录和保存。

（三）建立健全食用农产品全程追溯体系。加快建立全县统一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可追溯监管平台，制定完善质量追溯制度规范，逐步建立覆盖食用农产品种养殖、收购、

贮藏、运输、加工、销售、消费等各环节，去向可查、来源可溯、责任可追的全程追溯体

系。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建立食用农产品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实施相应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优先将生猪和获得“三品一

标”认证登记的食用农产品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生产的食用农产品纳入追溯范围，推

动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规模化生产经营主体开展追溯试点，

抓紧依托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创建一批追溯示范典型。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积极配合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推进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体系的建设，并通过监督食用农产品经营者建立并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和查验记录制度，做

好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追溯体系的有机衔接。积极推进食用农产品“电子化”追溯

管理机制建设，逐步建立全县统一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监管平台，不断提升追溯

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四）加强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管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和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共同建立以食用农产品质量合格为核心内容的产地准出管理与市场准入管理

衔接机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要建立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制度，按照产品类别和生

产经营主体类型，将“三品一标”质量标志、动植物病虫害检疫合格证明及规模化生产经

营主体（逐步实现覆盖全部生产经营主体）出具的食用农产品产地质量检测报告等质量合

格证明作为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的基础条件；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建立并严格实行与食用

农产品产地准出制度相对接的市场准入制度，将查验农产品质量安全部门认可的、作为食

用农产品产地准出基础条件的质量合格证明作为食用农产品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

工企业的基本条件。加强对进入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等有形批发零售市场食用农产品相关



证明的监督检查，加强对农村集贸市场的监管,将农村集市和庙会等农民群众临时性集中消

费场所纳入监管范围。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依托基层执法监管和技术服务机构，

加强监督管理和督导巡查，确保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过程中的质量合格证明真实、有效。

三、构筑资源共享平台

（一）完善监管信息共享制度。认真落实《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衔接规范（暂

行）》，建立食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统计制度和信息共享制度。加快推进全县信

息资源平台建设，按照统一的数据标准规范，实现各级监管数据在县级信息资源平台集中

沉淀、资源共享。

（二）加强检验检测资源共享和风险交流合作。强化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突出对生产基地（企业、合作社）、流通环节及收贮运环节的执法检查和产品抽检，不断

扩大风险监测、分析的品种和范围，将“菜篮子”和大宗粮油作物产品全部纳入监测、分

析范围，切实摸清危害因子种类、范围和危害程度，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科学监管提供

技术依据。建立风险监测和分析、研判结果共享制度，及时相互通报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

和风险监测发现的问题信息，加强质量安全风险交流合作。

（三）建立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开展食品及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合

作和经验交流，建立食用农产品输入、输出型应急事件处置合作机制。依托大众舆情信息

平台，对重大舆情进行跟踪监测，联合督查督办重大安全案件。适时联合组织开展食用农

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提高部门间的联动水平和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

（四）建立研讨、宣传和培训合作机制。根据需要就食品及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

重大问题开展联合调研，共同开展对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基层监管队伍的培训和食用

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活动，全面普及食品科学知识，提高生产经营者依法依规生产的自觉

性和监管队伍的监管能力，指导公众放心消费。

四、强化监管执法联动

（一）深化突出问题治理。统筹兼顾食品以及食用农产品生产、销售、餐饮服务各个

环节和领域，强化重点区域、重点业态、重点时段的专项整治，全面排查区域性、行业性、



系统性风险隐患和“潜规则”，集中力量解决农兽药残留超标、违法使用高毒农药、非法

添加有毒有害物质、产地重金属污染、制售假冒伪劣食品、假劣农资、假劣食盐等突出违

法违规问题和陋习顽疾。构建统一监管、综合监管、协同监管的整治工作机制，在专项整

治和执法监管过程中需要联合行动的，要统筹协调、统一调度和统一行动。

（二）强化行刑衔接。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切实形成打击合力，深

挖食品违法犯罪案件，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各部门定期组织开展相关投诉举报和情报信息

的研判，研究制定相应的打防措施，建立健全违法犯罪案件和线索移交、通报、协查、联

合办案、大要案奖励等机制，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

（三）加强检打联动。对监督抽检不合格的食用农产品，要立即启动执法程序，及时

固定证据、追踪溯源，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对造成恶劣影响的重大失信违法行为，依

法从严惩处，将其列入“黑名单”，依法向社会公开曝光，公示失信违法主体，增强执法

威慑作用。公安部门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包括情节严重依法实施行政拘留的，要及时通知

相关监管部门；对经侦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立案侦查后认为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

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依法应当追究行政责任（不包括行政拘留）的案件，应当及时移送

监管部门和监察机关。

（四）组织开展联合督查。要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考核，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各级、

各部门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联合督查，同时对季节性产出集中的食用农产品有针对性地

组织开展联合督查，落实监管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