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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薄弱，工作量大

十渡镇食药监所，在整合了原来
由卫生、工商、质监等部门承担的涉
及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基础上，形成
了集中统一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
近日，记者来到十渡镇政府办公大
院，副镇长任国立和十渡镇食药监所
所长方小雷接待我们一行，并带我们
对食药监所的办公场所做了解。

“基础薄弱，工作量大，是基层食
药监所面临的普遍现状。”房山区十
渡镇食药监所所长方小雷如是说。

方所长告诉记者，2013年8月，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挂
牌成立，市16个区食药监局、323个
食药监所也陆续挂牌。十渡所作为
房山区食药监局的派出机构，组建
过程可谓白手起家，“所成立初，没
有办公地点、没有合格的检疫设
备、没有执法车辆”，食药监所成立
三年来，中间遇到的困难数不胜
数，“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在十渡镇
镇委、镇政府和区局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下，这些困难都克服过来了。”
方所长说。

“十渡镇是北京市唯一旅游特色
乡镇，辖区面积301平方公里，21个
行政村，户籍人口1.2万人，每年接待
国内外游客超过300万人次。而民俗
农家乐旅游是十渡旅游的特色餐饮
服务项目，在受到广大市民欢迎的同
时，这一大批食品经营者已经成为食
品安全监管的最大风险点。”在提及
十渡食药监所的日常工作时，方所长
说道。

齐心协力，积极应对

“事情多”是基层食药监所最需
要面临的问题。分散在十渡镇30公
里旅途沿线的295家餐饮单位，服务
人口多，设施不完善，证照不齐全等
问题成为监管的最大难度，而用传统
的监管方法已经难以及时有效地覆
盖监管。方所长表示，对于这些监管
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大家都是摸着石
头过河，但是同志们干劲大，经验也
丰富，在结合市局文件精神和本地实
际情况，大家很快就摸索出了路子。

“在前期，我们充分利用冬季十
渡镇旅游冬休期，发挥村集体宣传作
用，密集宣传食品药品法律法规，特

别是新食品安全法，增强群众的法制
观念和守法意识。”方所长说，除了加
强宣传外，我们也转变监管思路，对
这些餐饮单位进行调查摸底，了解餐
饮经营单位所存在的问题和现实困
难，和他们面对面交流，食药监所的
工作也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开了良好
局面。

对于餐饮设施不达标的餐饮单
位，在区食药监局餐饮科的支持下，
工作人员积极进村入户，上门指导经
营单位整改设施，力求最高效率，最
低成本，使经营单位设施合格，设备
齐全，人员资质合法；对于无证无照
餐饮经营户，食药监所工作人员协同
区局餐饮管理科工作人员，创新举措
建立集中办证制度，充分发挥联络员
作用，首先培训联络员熟悉餐饮服务
申请的流程和资料要求，然后进村统
一给餐饮服务单位指导，由村联络员
集中申报，在方便群众的同时，大大
提高了办事效率。

此外，十渡食药监所还创新“示
范户”模式，以村为单位选取2到3户
达标示范户进行专门指导，引导其余
餐饮经营单位上门学习，直观地了解
法律法规要求，统一设施设备模式，
方便群众，同时为日后建立模式化监
管体系做好准备。

在统一申请，统一受理，统一指
导的基础上，十渡食药监所还创新

“集体验收”模式。也就是在统一时
间内区食药监局餐饮管理科带领十
渡食药监所全体工作人员，分组对全
镇申请单位集体验收。通过全新的
工作模式，审批的流程化，将原本无
证无照经营单位合法化，建立模式化
的监管体系，大大降低了食品安全风
险。提升了监管效能的同时，大大方
便了群众，得到了辖区食品经营者的
好评。

方所长表示，在以后的工作中，
食药监所将通过合作社的建立，实现
统一标准、统一配送、统一服务标准、
统一服务项目、统一收费标准，最大
限度地实现服务标准化，以实现全程
食品安全可控。

把管理变成服务

十渡镇有民俗旅游村15个，其中
市级民俗村7个；民俗户658户，其中
市级民俗户404户；从事旅游业的农
户达到了2586户，占总农户的64%。

对此，十渡镇七渡村村支委隗永杰和
食品安全联络员齐士银深有感触。

十渡镇在发展旅游初期，景区内
并没有从事旅游接待生意的民俗户，
由于没有吃饭和住宿的场所，导致游
客来十渡旅游仅限于“一日游”，游客
地区分布也仅限于十渡周边地区。

随着十渡旅游的发展，游客越来
越多，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十渡民俗旅
游接待雏形。而随着民俗户的规模
和从事人员的扩大，问题也随之而
来。十渡镇七渡村食品安全联络员
齐士银表示，民俗户接待标准不统
一，普遍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没有办
理相关营业执照是前期存在的主要
问题。

十渡食药监所在收集到这些信
息后，工作人员协同村支委，一家一
户，从村头到村尾，为村民宣传食品
安全重要性，免费为村民发放食品安
全宣传材料。同时，由于村民对从事

“民俗户”这一营业场所需要相关证
件和资质都不是很了解，工作人员为
解决村民营业执照等问题，与上级部
门协商，统一为没有相关执照的民俗
户在网上办理执照，并指导帮助村民
建立消毒柜，规范水池及其他餐饮设
施。

为了让村民在经营民俗户时能
更加规范化和统一化，也为了便于统
一管理，食药监所还在食品安全方面
制定相关制度和规范，帮助民俗户进
行升级改造，为民俗户提档升级。对
于一些不符合规范和存在食品安全
隐患的民俗户，食药监所工作人员督
促并指导其改正。

“很多事情，我们想到了，他们都
能帮我们办好，甚至比我们想的更周
到；我们没想到的，他们也替我们想
到了。我们真的要特别谢谢他
们。”民俗户“有水人家”老板齐朝英
的一句话，也是很多村民对十渡食药
监所的心声。

食品安全大于天，做好食品安全
领域的宣传工作，发挥其引导、服务
功能，既提升了辖区的食品安全水
平，又对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具有
深远的现实意义。十渡镇是旅游特
色乡镇，食药监所除了监管职能外，
归根到底还是要为需要的人提供更
好的服务，方小雷所长带领着所里的
工作人员，在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
立足基层，想民所想，办民所办，努力
做好食药安全“护航员”。

——房山区十渡镇食药监所工作纪实
想民所想 办民所办

□ 张勇

房山区十渡镇，地处北京西南方向，因北方
罕见的独特喀斯特地貌，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
十渡镇属于全山区镇，其海拔高度落差较大，由
于远离城市，没有任何工矿企业的污染。山奇水
秀，谷壁峭立的十渡镇，峰林叠翠、石美潭深，被
人们誉为“青山野渡、百里画廊”。记者日前到该
镇食药监所进行了采访。

十渡镇食药监所所长方小雷（左一）带队检查辖区餐饮企业后厨

食药监所工作人员为村民发放
食品安全宣传材料

检查民俗户食品卫生安全状况

为民俗户解答有关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