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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食药稽查执法工作新局面
密云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春玉

密云区食品药品稽查大队科员 高杨

结合辖区特点，密云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一”的

总体思路，贯彻“让密云人民享受更高

水准的食品药品安全保障”这一根本目

标；遵循“服务好企业，服务好消费

者，服务好产业发展”这一工作理念；

落实“情况清、底数明，强监管、控风

险，建机制、保安全”这一工作方法；

为密云食品药品监管责任和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的落实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密云区食药局成立至今，食品药

品安全知识深入人心，辖区内无重大食

品药品安全事件，食品药品安全得到了

有效保障。

“三个一”为稽查执法开创新局面
2014年，稽查大队共立案60件，罚

没款共计人民币 559343.6 元。2015 年，

稽查大队共立案50件，罚没款共计人民

币1778638.35元。

2014 年至 2015 年，在区局“三个

一”的工作思路指导下，密云区食品药

品稽查执法工作有了全面提高，罚没款

同比增长了 200%，“四品一械”违法违

规行为同比下降了 17%，开创了食品药

品稽查执法的新局面。

“三个一”为稽查执法提供切实可
行的工作方法

（一） 以情况清、底数明为抓手，

深挖案源

2015 年，密云地区共有“四品一

械”生产经营使用单位13889户，其中：

食品经营主体 10113 户，药械、保健食

品、化妆品经营主体3776户。

稽查大队在日常执法过程中，深入

分析辖区“四品一械”生产、经营、使

用单位的详细情况，按照风险程度和监

管难度将监管单位从高到低分为 A、B、

C三类，A类包括“四品一械”的生产单

位，上一年度受到警告和行政处罚的单

位，大型商场超市等重点稽查执法企业

和地区。B 类包括中型商场超市、中型

餐饮单位等次重点稽查执法企业。C 类

包括小型的食杂店、便利店等一般稽查

执法企业。稽查大队对全区企业开展日

常稽查执法的同时，对A类重点稽查执

法企业和地区开展主动稽查，全面排查

风险隐患。

（二） 以强监管、控风险为依托，

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近日，稽查执法人员在对 A 类重点

稽查执法的企业进行检查时，发现某食

品生产企业生产某类食品的出入库记录

有改动的痕迹，为了全面检查产品的质

量安全，执法人员迅速赶到企业生产车

间进行检查，发现正在生产该种食品。

经核实，该种食品标签存在虚假内容，

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对该企业立案调查，

将该种食品进行查封扣押，为了进一步

确认食品质量安全，执法人员抽取了上

述食品送检。同时，执法人员当场成立

了案件查办组，分别对上述食品的生

产、销售、库存和原料等环节进行全面

检查，并要求该企业进行产品召回，对

检查情况如实进行记录并将所有证据进

行固定。

经检验，该种食品电导率不符合

GB17323-1998 的规定，产品不符合规

定。该企业在严格的执法程序和完善的

证据面前，对违法行为认可，无异议。

最后，执法人员依法对该企业生产标签

含有虚假内容的食品、生产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违法行为做出行政处

罚,没收库存产品 75240 瓶，罚款人民币

12万元。同时，执法人员进一步帮助企

业进行全面自查，找出了该种产品电导

率不合格的原因是由于企业生产该批产

品时未及时更换滤芯造成的，找出原因

后，企业立即进行了整改。

（三） 以建机制、保安全为目标，

提高稽查执法效果

1.建立四级会审制度，确保案件公

平、公开、公正

一是循环分组，交叉审核。大队将

食品药品案件按生产、经营和使用等不

同领域分为三类，对于适用不同法律法

规类别的案件进行分类审查，建立了队

内案件互查机制，保证案件承办质量。

二是所有案件，部门互审。按照区局法

制员制度，每一个案件在调查完毕后，

交由同组其他科室法制员进行审核，大

队每名法制员也负责审核同组法制员所

在科室案件。三是告知之前，大队审

核。大队建立了队内案件核审制度，每

一案件在事先告知之前均由稽查大队长

主持召开队内案审会进行集体讨论会

审，大队成员对案件查处情况形成一致

意见后，方可进入下一程序。四是重大

案件，区局会审。对于重大疑难案件，

均按规定交由区局案件审核委员会会

审，并交局长办公会审批，从2014年至

今，共查办疑难案件并提交局长办公会

审批通过的案件39件，确保了案件的公

平、公正、公开。

2.以“春雷行动”为契机，建立无

证稽查长效机制

为了从源头规范辖区“散小低劣”

食品生产经营业态，确保人民群众吃上

放心食品，稽查大队联合科所，开展以

打击无证食品小作坊为内容贯穿全年的

“春雷行动”，将打击领域从“黑窝点”

深化到“黑链条”。先后取缔“食品加工

黑窝点”23 个，查扣食品及原料 5 吨、

工具设备70余件、食用包材3300件，立

案查处9户，罚没款共计10万余元。稽

查大队以“春雷行动”为契机，建立了

打击无证稽查的长效机制，基本消除了

辖区无证加工食品小作坊的危害。

3.建立周学习、月公示、季评比机

制，全面提高稽查执法的工作能力和水

平

稽查大队将每周五下午作为固定学

习时间，由大队长带领，学习全市四品

一械典型案例、食品药品突发事件处置

程序等与稽查工作紧密相关的内容，稽

查人员进行深入交流，分析总结好的经

验和做法，不断提高稽查执法工作的能

力和水平。稽查大队将每月的案件办理

情况、罚没款数量等日常执法工作，以

各分队及每名执法队员的具体工作量为

依据，进行详细的统计量化，并在全大

队内部进行公示。每季度对大队全体成

员进行考核评比，评选出执法标兵、优

秀党员、优秀家庭以及优秀监察员，推

荐到区局。通过评比，鼓舞了斗志，形

成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良好稽

查氛围。

4.以节假日、重大活动为敏感期，

建立稽查应急保障机制

稽查大队制定《北京市密云区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确立四级响应标准、三级工作机

制和五项信息报送要求；编制《密云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备班表》，确保应急人员随时到位；制作

6种应急执法文书模板，用于应对食药突

发事件，同时，积极指导20个食药所建

立《食药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执法

应急包，并在春节、劳动节前下发《节

日期间应急处理业务指导》2期，实现对

突发事件快速反应、严格控制。

特别是在北京田径世锦赛和“9.3大

阅兵”期间，大队组织全局开展应急演

练 2 次，模拟对某食堂发生疑似食物中

毒事件，调动全局执法力量，快速、有

序处置模拟疑似食物中毒事件，在实战

中锻炼全局干部应急处置能力。

“三个一”为稽查执法提供科学有
效的工作理念

（一）服务好企业是稽查执法全面

履职的保证

1.坚持依法稽查，让稽查执法在阳

光下运行

一是坚持公正执法、严厉处罚。稽

查大队开展了畜禽专项整治、桶装水专

项整治和非法疫苗等各种业态的专项检

查50余次，查处非法产品50余吨，取缔

非法单位10余家，专项整治案件罚没款

50余万元；对华远市场、沙河早市等重

点区域开展专项整治20余次，规范企业

20 余家。二是坚持公开稽查，阳光高

效。在查处案件过程中，坚持稽查程

序、稽查结果公开透明。对案值较大、

社会影响较广的大案要案，利用密云新

闻、密云食药监局网站等新闻媒体进行

公开曝光，仅通过食药监局网站公布的

生产销售假劣食品药品的违法案件就达

到11件，起到了震慑和教育违法行为的

作用，为合法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2.在稽查中强化服务，维护企业合

法权益

在稽查执法中既要严格公正、不偏

不倚地执行法律法规，将各项法律条款

落实到位，还要对企业进行法律法规的

耐心宣讲，及时指出违法行为的社会危

害性，使违法企业主动接受行政处罚，

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全面整改，杜绝违法

行为的再次发生，仅2016年上半年，共

对13家受到行政处罚的企业进行耐心讲

解和指导，引导企业合法生产经营。

（二）服务好消费者是稽查执法正

确履职的前提

1.完善投诉举报，落实三百工程

随着消费者对“四品一械”投诉举

报的诉求不断增强，全面完善了投诉举

报机构，设立了投诉举报受理室、对外

公布了投诉举报电话，抽调专人负责投

诉举报的受理、批转、回复和回访工

作，2015 年全年，共受理投诉举报 606

件，全部办结。做到了投诉举报办结率

100%、回复率 100%、回访率 100%的三

百工程。

2.加强科所队联动，全面净化食药

市场环境

大队在查处每一起违法行为后，会

结合违法行为发生的区域、业态等不同

情况，对违法行为的种类、性质等情况

进行梳理，最后形成违法行为查处通报

函，通报给相关监管科室和属地食药

所，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督检查，避免违

法行为再次发生，形成执法全过程的无

缝衔接，仅2016年上半年，共发出通报

函13件，让消费者真正感受到查处一起

违法行为，心中就多了一份保障。

（三）服务好产业发展是稽查执法

科学履职的宗旨

2015年开展查处无证加工小作坊专

项整治以来，查处无证小作坊 20 余家，

辖区小作坊生产加工行为得到了全面净

化，帮助无证小作坊取得许可证并依法

生产的企业10余家，促进了豆制品、面

制品、熟食、盒饭、芝麻酱等产品的规

范化生产。定期开展对食药安全企业联

盟进行法律法规、规范化生产经营等方

面的培训，提高了联盟企业的守法意

识、生产经营的能力和水平，并通过联

盟企业的示范作用，有效地带动了辖区

“四品一械”生产经营企业，促进了全区

食药产业的整体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