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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23日，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召开新闻发
布会，通报2017年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情况，介绍2018年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计划。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孙梅君出
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孙梅君介绍，2017年，食品
药品监管总局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四个最严”的要求，按
照坚持问题导向开展质量安全
大抽检的工作部署，在全国范
围内共组织抽检了 23.33万批
次样品，总体平均抽检合格率
为97.6%，比2016年和2015年提
高0.8个百分点。抽检结果显
示，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状况持
续稳中向好。一是大宗消费食
品整体合格率保持高位。居民

日常消费的粮、油、菜、肉、蛋、
奶、水产品、水果等大宗食品抽
检合格率保持在 97.5%以上。
其中，蛋制品抽检合格率为
99.3%、乳制品为99.2%、粮食制
品为98.8%、水产制品为98.1%、
蔬菜制品为98.0%、食用油及其
制品为97.7%，肉、蛋、菜、果等食
用农产品抽检合格率为97.9%。
二是大型生产经营企业合格率
持续提升。2017年大型生产企
业样品抽检合格率为99.6%，大
型经营企业样品抽检合格率为
98.7%，均比2016年提高0.6个百
分点，比2017年总体平均抽检
合格率分别高出2个百分点和
1.1个百分点。三是婴幼儿配方
食品合格率又有提高。2017年
婴幼儿配方乳粉抽检合格率为

99.5%，比2016年提高0.7个百
分点,不合格项目主要集中在标
签标识方面。四是突出的食品
安全问题逐步减少。婴幼儿配
方乳粉中的“三聚氰胺”，相关
部门已连续9年“零”检出；蛋制
品中的“苏丹红”，也连续4年没
有检出。

孙梅君指出，2017年从抽
检发现的问题看，农药兽药残
留、重金属污染、生物毒素污染
问题需要高度关注；微生物污
染问题仍较普遍；违规使用添
加剂、非法添加仍是顽疾，质量
指标不符合标准等问题仍然多
发易发，反映出部分企业存在
主体责任不落实、风险防范措
施不到位的问题。各级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对于抽检发现的不

合格食品及企业及时进行了核
查处置，移送司法机关案件线
索278件次，责令下架封存、召
回不合格食品1108吨。抽检信
息和核查处置信息每周都向社
会进行了公布。

孙梅君指出，安全食品，是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
活的基本需要。2018年，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围绕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施食
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
重大部署，按照“四个最严”的要
求，针对当前食品安全面临的风
险挑战，持续加大抽检监测力
度。全年全国计划抽检任务总
量135.05万批次。其中，国家组
织抽检25.55万批次，省级组织

抽检26.5万批次，市县两级组织
食用农产品抽检83万批次。抽
检将坚持问题导向，广泛覆盖，
专常互补、检管结合，科学规范，
四级联动，信息公开六大原则，
不断提高问题发现率、处置率，
提升抽检效率和靶向监管水
平。同时，对不合格产品和企
业，以“零容忍”的态度进行查
处，努力为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把
好关。

总局食品安全监管一司司
长张靖，食品安全监管二司司
长马纯良，食品安全监管三司
司长李奇剑，特殊食品注册管
理司稽查专员张晋京参加了发
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
由总局新闻宣传司司长颜江瑛
主持。

我国食品安全状况持续稳中向好
2017年食品总体抽检合格率为97.6%

本报讯 1月23日下午，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召
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负
责人指出，一些网售食品存在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超标等问
题，2018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计划将更加注重检管联动，针
对监管触角延伸不畅的网销
食品、进口食品发力。

2017年，国家食药监总局
共抽检了网络销售方便食品、
特殊膳食食品、淀粉及淀粉制
品等23个食品大类，共6996
批次，检出不合格样品136批

次，抽检合格率为98.1%。其
中方便食品、特殊膳食食品、淀
粉及淀粉制品网售不合格率分
别为8.0%、8.0%、5.6%，均明显
低于线下销售的同类食品。

“这些食品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超标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食监二司司长马纯
良介绍，“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高度重视网络销售食品和网
络订餐的监管，采取了完善
监管制度、落实平台责任、加
强监测监管、受理投诉举报
等举措。”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食监三司司长李奇剑表
示，2018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计划将更加注重检管联动，针
对监管触角延伸不畅的网销
食品、进口食品发力。

“公众在网购食品和网络
订餐时，要选择负责任有诚信
的网络平台和网上食品经营
者，认真查看所购食品和餐食
的信息和宣传内容，下单订
购。如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要
及时向网络平台或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投诉。”马纯良
补充道。

本报讯 近日，农业部印发
2018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
行监测（风险监测）计划，作为
2018年农业部“农业质量年”活
动的重要措施启动实施。该计
划调整完善监测方案，扩大监测
范围，重点增加农药和兽用抗生
素等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的监测指标，由2017年的94项
增加到2018年的122项，增幅
29.8％，增强监测工作的科学性
和针对性。

2018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
全例行监测（风险监测）计划突
出重点品种。重点抽检蔬菜、水
果、茶叶、畜禽产品和水产品等5
大类老百姓日常消费量大的大
宗鲜活农产品，约 110个品种
4.05万个样品，回应社会关切。

同时，突出重点范围。抽检范围
重点涵盖全国31个省（区、市）
150多个大中城市的蔬菜生产基
地、生猪屠宰场、水产品运输车
或暂养池、农产品批发市场、农
贸市场和超市，实施精准监管。

农业部自2001年在京津沪
深四城市试点启动农产品质量
安全例行监测工作以来，已形成
了一套比较成熟的例行监测制
度，其结果已成为评估我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状况的主要指标和
各级政府部门监管决策的重要
依据。

据悉，为了保障春节期间农
产品消费安全，让人民过上一个
祥和的春节，第一季度国家农产
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工作
将于春节前完成。

本报讯 最近从北京市食
药监局获悉，随着京津冀食
品安全领域协作的不断深
入，近年来津冀两地食用农
产品“进京”之路愈发畅通。
来自津冀地区屠宰企业的牛
羊肉已占据北京市场的八成
左右。

北京市食药监局局长丛骆
骆表示，2018年将扩大津冀食
用农产品供京区域和品种，三
地食品、农产品监管部门将建
立日常协调机制，设立联席会
办事机构，共同开展执法检查、
检验检测，防控输入型风险。

据悉，自 2016年 7月至
2017年底，来自河北省118个
市县的63种农产品进入北京
市场，累计交易量近370万吨，
交易额约180亿元；产自天津
地区食用农产品57种，累计交
易量约21万吨，交易额近20

亿元。
据悉，自2016年7月京津

冀三地签署《深化京津冀食
品药品安全区域联动协作机
制建设协议》以来，京津冀三
地陆续签署多项协议，通过
食用农产品的产地证明、检
测报告互认等方式，在保障

农产品安全高效供应等方面
不断提速。

北京市的牛羊肉供应近
八成来自津冀地区的屠宰企
业。目前北京已有8家大型农
副产品批发市场与津冀8家牛
羊肉屠宰企业签订协议，进一
步加强对接，保障供应安全。

本报讯 记者张乔生 北京市
食药监局副局长王福义日前主
持召开“北京市酒类产品质量安
全专项整治工作部署视频会议”，
在全市部署生产、流通、市场、餐
饮跨环节酒类产品专项工作。

此次专项整治工作以酒类
产品生产、销售者及餐饮服务提
供者为重点对象，以白酒、葡萄
酒及果酒、其他酒（配制酒、其他
蒸馏酒、其他发酵酒）特别是散
装销售的白酒、其他蒸馏酒等酒
类产品为重点产品，围绕使用甲
醇、工业酒精等有毒有害非食品
原料生产、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

品添加剂、非法添加药品以及经
营假冒伪劣酒类产品，特别是无
合法来源、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
格的酒类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的重点问题，开展酒类产品质量
安全专项工作。

会上，王福义要求各单位高
度重视酒类产品存在的风险，加
强组织领导和全面协调，开展风
险隐患排查，督促企业落实食品
安全追溯责任，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和监督抽检，严厉打击违法行
为。同时，有效借助各类宣传载
体，加大酒类食品安全知识科
普，确保酒类产品质量安全。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测计划启动实施

北京局召开酒类产品质量
安 全专 题整 治 部署 会

国家食药监总局：

一些网售食品存在菌落总数超标等问题

保障北京“菜篮子”畅通津冀农产品进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