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为进一步加强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
（以下简称“农批市场”）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和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现就进一步落实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
品安全查验要求通知如下。

严格落实市场开办者入场查验要
求。农批市场开办者应当依法依规全
面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对进入市场
的食用农产品及其销售者加强入场查
验：一是向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如
实报告农批市场基本信息。二是与入
场销售者签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协
议，建立入场销售者档案，如实记录销
售者及食用农产品基本信息并及时更
新。三是查验并留存入场销售者的社
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复印件，食用农
产品可溯源凭证和产品质量合格凭
证。四是对无法提供可溯源凭证的食
用农产品禁止入场销售，对无法提供产
品质量合格凭证的食用农产品进行抽
样检验或者快速检测，检测结果合格的
方可进入市场销售。

严格落实入场销售者进货查验要

求。入场销售者应当依法依规全面履行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采购、经营的食用
农产品加强进货查验：一是建立食用农
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用
农产品以及供货者基本信息，并保存相
关凭证。二是主动向市场开办者报告个
人及食用农产品基本信息，按要求使用
农批市场统一印制或统一格式的销售凭
证，接受市场开办者对食用农产品的入
场查验和抽样检验。三是有委托贮存和
委托运输需求的，应当选择具有合法资
格，能够保障食品安全的受托方。四是
利用第三方冷库贮存食用农产品的，应
当索取、查验第三方冷库提供者的备案
信息，督促其严格履行食品安全和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责任义务。五是禁止采
购、经营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和食用农产品。

严格落实冷链食品疫情防控要求。
贯彻落实国务院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机制的工作部署，督促农批市场开办者
和入场销售者严格落实进口冷链食品疫
情防控责任要求：一是入场销售者采购、
经营进口冷冻冷藏肉类（含水产品，下
同）要严查“三证”，即检疫合格证明、核
酸检测合格证明以及消毒单位出具的消

毒证明。对进口冷冻冷藏肉类实施“三
专”管理，即专用通道进货、专区存放、专
区售卖，禁止与其他食品混放贮存和销
售；做到“四个不得”，即没有检疫合格证
明、核酸检测合格证明、消毒证明、追溯
信息的均不得上市销售。二是农批市场
开办者对进口冷冻冷藏肉类要加强“三
证”查验，防止未经预防性全面消毒处理
的进口冷冻冷藏肉类进入市场。三是省
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从事进口冷冻冷
藏肉类经营业务的农批市场和入场销售
者按照当地防控要求，及时向进口冷链
食品追溯管理省级平台上传有关信息。
四是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强化对第三方
冷库的备案管理，将相关备案信息全部
载入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管理省级平台，
同时加强监督检查，对采购、经营无法提
供“三证”或“三证”不全的进口冷冻冷藏
肉类等违法违规行为要严厉查处，并及
时向所在地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报告。

引导农批市场实施食品安全信息
化追溯管理。以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
形势下的农批市场改造升级为重要契
机，采取“先行先试、重点推进”等方式，
引导辖区内交易量较大和辐射范围较

广的农批市场率先实施食品安全信息
化追溯管理：一是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
农批市场充分借助物联网、云计算、区
块链等现代化技术建设食品安全信息
化追溯管理系统，对入场销售者主体信
息、食用农产品进货信息、交易信息等
实施电子信息归集管理，实现场内销售
的食用农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信
息真实、查询便捷。二是引导农批市场
将已建成的食品安全信息化追溯系统，
主动与本辖区市场监管等部门建设的
食品安全信息化监管系统或平台实现
对接，用信息化技术提效能，用大数据
分析找风险，进一步提升农批市场食品
安全保障能力。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加强本地
区农批市场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力度，督
促市场开办者和入场销售者严格落实食
品安全查验要求，切实防范农批市场食
品安全风险和疫情传播风险。各省（区、
市）农批市场食品安全查验情况统计表
请于2021年6月30日前报送总局食品经
营司，电子版EXCEL表格请同时发送至
agrifood＠samr.gov.cn，2021年11月30日
前报送各地农批市场食品安全查验要求
落实情况及佐证材料。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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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食品安全查验要求的通知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落实

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新兴产业的崛起，我国国民生
产总值逐年增加，2019年已达
到990865.1亿元。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及居民消费水平也有
显著提升，分别是 30733元和
27563元。与此同时，我们注
意到2015-2019这5年里，居民
在医疗保健上的消费也逐年增
高，2019年的居民人均医疗保
健消费支出是1902元，与去年
相比增长了近13%。这一系列
数据说明在国民生活水平提高
的同时，居民更愿意为健康投
资。特别是 2020年新冠疫情
的爆发，引发了一场空前规模
的全民健康教育，广大消费者
对于营养健康消费的认识，达
到了一个新高度。

数据显示，80、90后逐渐成
为保健主力，推动保健食品行业
市场发展。根据市场调研机构
调查，在保健食品购买者中，90
后占比达25.01%；21.9%的90后
一直在使用保健食品。在关注
保健食品的人群中，有近50%都
是90后。

随着年轻人生活节奏的日
益加快，“方便、高效、直接”的保
健食品获得大量年轻人青睐。
保健食品消费的逐渐日常化，使
得年轻人们开始更频繁地在非
大促期购入保健食品。随时购

入随时“补充”营养，已成为年轻
人的生活常态。与此同时，年轻
人早已不满足于基础的泛保健，
“精准营养”正捕获着他们的心。

纵观整个食品行业，其需求
亦呈“精细化”趋势发展。首先
是感官体验，饮食最先满足的就
是味蕾上的诉求。食品行业边
界逐渐模糊，口味在出圈，与他
品类跨界融合。第二则是功能
满足，追求功能性的满足、品质
化的生活。疫情+焦虑的社会
大环境下，人们寻求更健康更自
律的生活方式。；第三是成分关
注，开始关注成分、追求更极致
的体验。需求更加明确具象，寻
求更多的确定性。如益生菌，从
奶类出圈，覆盖更多的类目，以
满足更多人群消费需求。

不同层级的发展依赖于消
费者对不同产品认知所处的阶
段；消费者在功能需求满足之
后，就会追求更极致的成分体
验，所以“成分党”在食品行业
中出现。

消费方式上，随着《电子商
务法》等众多政策的出台，越来
越多的人通过电商渠道购买商
品，保健食品行业尤为突出。
电 商 占 比 从 2011年 4.3%到
2018年的31.6%。除此之外，自
疫情后，直播电商卖货则成为
了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营养健康新消费
模式初具雏形

□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战略研究部部长 黄妍

1.选 购 食 材 ，细 心 查
验。采买食材应选择储藏
条件好、符合卫生要求的正
规经营场所。选购预包装
食品及散装食品时应仔细
查看包装上标注的企业名
称、产品规格、生产日期、保
存条件等内容是否清晰、齐
全。选购进口冷链食品时，
市民使用微信小程序“冷链
食品可信追溯平台”现场扫
描溯源码，即可查询进口冷
链食品源头信息。选购冷
链食品时应佩戴口罩和一
次性手套，避免徒手接触食
品表面。购物后首先对外
包装表面进行消毒，随后进
行手部清洁与消毒。在清
洗加工冷冻、冷藏食品时，
严格处理内外包装，做到生
熟分开、烧熟煮透。

农产品批发、零售市场
开办者要积极开展农产品
进场检验，加强对经营环
境、经营条件和经营行为的
检查管理。

2.来源不明，绝不采食。
不采购、接收、食用野生动
物，不购买未经检验检疫的
畜禽肉。不采摘、购买、食用
来源不明或有毒害的动植物

（野生蘑菇等），以防发生食
物中毒。严禁采购、销售和
加工无法提供合法来源凭证
的水产品；严禁出售、购买、
食用长江流域珍贵、濒危水
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严禁
以“长江（清江）野生鱼”“长
江（清江）野生江鲜”为噱头
进行宣传。

3.外 出 就 餐 ，看 好 资
质。外出就餐或预定“年夜
饭”时，首先查看餐馆是否
持有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
理性选择客流量较大的餐
馆用餐、订餐，以防因超负
荷加工和超能力接待导致
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就餐
时要注意分辨食物是否有
异物、是否烧熟煮透。注意
个人卫生，养成餐前洗手好
习惯，不拥挤、不扎堆，保持
安全距离；如就餐人数较
多，尽量缩短就餐时间或采
取打包的方式。网上订餐
时，应选择有实体店、证照
齐全、距离较近、已实施“食
安封签”的餐馆订餐，避免
选订冷食类、生食类、冷加
工糕点、预拌色拉等高风险
品种。

4.家 庭 烹 饪 ，均 衡 营

养。在家烹制食物，要注意
生熟分开、烧透煮熟。畜禽
肉和海鲜等大块食物要充分
加热。四季豆、扁豆等豆荚
类食品应先过沸水再煸炒。
过夜熟食、剩饭菜及外出未
食用完的食品，及时冰箱冷
藏，再次食用前一定要确认
食物未变质并彻底加热后再
食用。

液体酒精燃料要与饮
料、白酒分开存放，避免误饮
燃料酒精中毒。

5.公筷分餐，厉行节约。
聚餐应使用公筷、公勺，鼓励
分餐制，避免交叉传染。应
适量点餐、适量取食、餐后打
包，践行“光盘”行动，树立健
康、文明餐饮新风尚。

6.消费者就餐后如出现
呕吐、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到
就近医疗机构就诊，并保存
好可疑食物样品及消费票
据、就诊记录等相关证据，及
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
以便及时调查处理。餐饮服
务单位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
件，应立即配合救治患者并
及时报告市场监管部门，积
极配合做好事件的调查处理
工作。

春节期间食品安全风险防范提示
春节临近，为有效预防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湖北恩施州食品
药品安全委员会提示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