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hA lilA 

1!I tiI*Ar liii flU II尽 1P汾itIU1 又！十 
承’!”甲 z民口口约口口 II'I ' 	p.理河 

泉食安办〔2018) 15 号 

泉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泉州市食品 

药品监管局关于印发泉州市 2018 年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示范点创建及 

考核验收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食安办、市场监管局，市食药监局局属・分局： 

根据省食安办、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关于印发福建省 2018 

年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示范点创建及考核验收工作方案的通

知》（闽食安办〔2018] 6 号）的工作部署，为打造一批生产过

程管控严格、食品安全有效保障的标杆单位，以点带面，引导

和推动我市小作坊规范生产、健康发展，经研究，决定在 2016 

年、2017 年开展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示范点创建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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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继续开展此项工作。现将《泉州市 2018年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示范点创建及考核验收工作方案》予以引发，并就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核准推进有关工作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认真

贯彻执行。 

大力推进小作坊生产加工条件核准工作 

各地要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通过培训、观摩、召开现场

会等形式，发挥已创建示范点的示范带动作用，以点带面，加

强对本辖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完善生产条件、加强原辅材料

管理、规范生产加工过程的指导，按照整治和规范一批风险隐

患突出的小作坊，引导和推动一批具备条件的小作坊规范取证， 

打击和取缔一批生产条件恶劣、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的“黑作坊”、 

“黑窝点”，进一步督促辖区内具备条件的小作坊依法申办生产

加工条件核准，确保广大群众饮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进一步完善小作坊允许生产加工食品目录 

各地要在历年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借助营业执照、组织机

构代码等信息载体，充分发动乡镇（街道），进一步开展普查摸

底，完善小作坊监管档案，做到监管对象清，底数明。对本辖

区未纳入泉州市前三批小作坊允许加工食品目录但属于当地量

广面大、与当地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或属于地方传统特色的

小作坊食品，再次全面进行梳理分类汇总，并于 2018年 5 月底

前拟新增的小作坊允许加工食品目录汇总报送市食品药品监管

局。 

积极探索小作坊集中区建设新模式 



各地要积极推动当地政府根据本辖区食品资源优势和产业

特点，探索实行食品加工小作坊“统一规划、统一建设、集中

监管”的区域监管新模式，按照“政府扶持、部门指导、市场

运作”的总体思路，积极创造条件建设食品小作坊集中加工区， 

鼓励和支持食品加工小作坊改善生产经营条件和工艺技术，规

范食品加工小作坊生产经营行为，积极引导食品小作坊向基地

聚集，促进食品加工小作坊向标准化、集约化、规范化管理， 

不断提升我市小作坊食品安全水平。 

四、及时有效做好示范点创建工作 

各地要按要求做好示范点申报、验收及评选工作，加快推

进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示范创建。请于 4 月 17 日前分别向市

食安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报送各地工作方案与示范点申报材

料，11月 22 日前报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示范创建全面工作

总结及示范点评选确定名单。 

联系人：市食安办 	黄丽萍 0595 - 22393620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涂惠生 0595 -22393610 

、娜 
（此件主动公开） 

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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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2018年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示范点 

创建及考核验收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和治理“餐桌污染” 

工作部署，加快推进全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以下简称小作

坊）示范点创建工作，规范小作坊示范点评选及考核验收，特

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工作目标 

在巩固提升 2017年小作坊示范点创建成果的基础上，到 

2018年底，全市新建成 14家小作坊示范点（具体任务分配如

下：晋江、南安各 2 家，鲤城、丰泽、洛江、台商投资区、泉

港、石狮、安溪、惠安、永春、德化各 1 家）。各地要根据名

额分配情况，组织调查摸底，筛选条件基础较好（附件 1）的

单位开展示范创建。通过示范点创建，打造一批生产过程管控

严格、食品安全有效保障的标杆单位，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小作坊示范典型，基本形成一点带一片的良好示范带动格局， 

引导和推动我市小作坊规范生产、健康发展。 

创建内容及要求 

在全市范围筛选一批生产条件基础较好、质量安全管控到

位、市场信誉良好的小作坊开展示范创建，并卜采取择优评选方

式，从中选定 14 家作为全市小作坊示范点。具体创建内容包

括以下方面： 

（一）组织小作坊示范创建单位按照《福建省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监督管理办法》要求，改进和完善生产加工条件，建 



立健全适合小作坊生产实际的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具备较

好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并依法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及食品生产

加工小作坊生产加工条件核准证明。 

（督促小作坊示范创建单位依法依规、诚信经营，在

生产经营过程中落实“五个到位”：原料进货查验到位、场所卫

生清洁到位、生产工艺控制到位、台账记录登记到位、人员健

康管理到位；履行“五个承诺”：承诺不掺杂使假、承诺不违法

添加、承诺不虚假宣传、承诺不使用不合格原料、承诺不销售

不合格产品。 

（开展小作坊示范宣传，采取多种方式推广小作坊示

范点优秀管理经验，提升小作坊监管制度规范的社会知晓率。 

（结合辖区实际，创新小作坊引导规范与示范带动工

作机制，全面推进小作坊规范取证工作。 

三、工作安排 

（部署阶段（2018年 4 月上旬）。各地结合辖区实际， 

制定辖区推进小作坊示范点创建工作方案，明确具体工作目标， 

细化工作措施和工作要求，确保创建工作有序开展。 

（示范点申报（2018 年 4 月底前）。根据前期摸底和

示范创建进展情况，市食药监局确定了各县（市、区）示范点

创建任务指标。各地要组织多于任务指标数的（每县至少多一

家）、符合条件的小作坊申报示范点（申报表格式见附件 2 )。 

小作坊申报材料由县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以及县级食安办填写

推荐意见，报送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食安办）审核。申报示

范点的单位应为符合《福建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督管理办 



法》规定的小作坊业态，不包含面包店、糕饼店等现制现售经

营单位或餐饮服务单位。 

（示范点创建（2018年 5-9 月）。各地负责指导督促

示范创建单位改进完善生产条件、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提升小作坊食品安全保障能力水平。同时，结合日常监管工作， 

加强对小作坊示范创建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情况的监督

检查及产品的监督抽检。 

（示范点验收与评选（2018 年 10一 11月）。由县级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食安办）组织对示范创建单位进行考评验收， 

并将考评情况上报市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食安办）。考评采取

打分制，达标线为 90 分，具体考评细则见附件 10 

四、补助资金安排及用途 

从 2018年省级核拨的市级食品安全专项资金中安排 28 万

元，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对评选确定为示范点的小作坊给予补

助，补助标准为 2 万元／家，补助资金已于 2017 年底下发至各

县（市、区）局。 

附件：1．福建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示范点考’评细 

2．则福建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示范点申报表 

3. 

名单 

元
 
助
 
县
 



附件， 

福建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示范点考评细则 

序号 项目 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1 企业资质情

况 

持有有效的生产加工条件核准证

书、营业执照。 
核准证书、营业执照缺一项即否决。 否决项 

2
  

日常监管情

况 

近 3 年未发生故意违法案件；日

常监管中发现的问题得到及时有

效整改。 

发生违法案件的，或监管发现问题

整改不及时、不到位，或拒不整改

的即否决。 
否决项 

3 产品抽检情

况 
近 2 年未发现产品抽检不合格 发现抽检不合格即否决。 否决项 

j

八
汁
 

品牌传承建

设 

品牌历史悠久，群众口碑好，为

当地公认的老字号品牌。 

获得权威部门或协会认定老字号品 
牌的，加 10 分；品牌创立时间超过 
5 年、消费者认可度高的，加 5 分。 

加分项 

反J  

社会认可肯

定 

在企业诚信建设、食品安全保障

等方面得到社会认可肯定的。 

得到媒体正面报道肯定的，或得到

社会组织其他形式嘉奖的，1 次加 5 
分。最多 10 分。 

加分项 

一
 
〕
  

管理基础 

建立包括人员管理、原料管理、 

过程管理、卫生管理、检验管理、 
销售管理等内容．且与所加工食

品相适应的管理制度。 

缺一项扣 2 分，最多扣 6 分。 

6
  

「

z  配有相应能力的管理食品安全的

人员。 
缺少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扣 5 分． 
能力不具备的，酌情扣分。 

反J  

自

a
 
 

生产必 

备条件 

周围无扩散性污染源，或有但不

影响食品安全；非设置在居住场

所内（符合管理规约的除外），生

产与生活相隔离。 

周围存在扩散性污染源，并对食品

安全造成明显影响：或设置在居住

场所，且不符合相关管理规约的；

或生产与生活相联通的，存在上述

情形之一的，扣．6 分；采取措施， 
扩散性污染源影响较小的，酌情扣

分。 

6
  

Q

夕
 

具有与加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

适应的原料处理、加工制作、包

装、贮存等场所。 

原料处理、加工制作、包装、贮存 

等场所不能满足所生产加工的食品 

品种、数量需要的，扣 1.5 分／项。 

户‘

0
  

10 有与所加工食品相适应的防蝇、 

防鼠、洗涤等卫生防护设施。 
不具备的，酌情扣分。 川

  

11 生产设施、设备、工具、容器符

合食品安全相关要求。 
不具备的，酌情扣分。 6 



序号 项目 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12 
根据食品安全需要配备必要的紫

外灯等消毒灭菌设施。 
不具备的，酌情扣分。 6 

13 生产场所整洁卫生。 
不卫生的，酌情扣分；脏、乱、差

的，扣 10分。 
10 

14 
具有保证食品安全以及法律法

规、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其他要

求。 

完全不具备的，扣 6 分：欠缺的， 

酌情扣分。 6
  

15 

原
料
 
辅

管
 
材
理
 

采购的原料及食品添加剂均进行

了进货查验。 

全部未进货查验的，扣 8分；有查

验，但不齐全的，扣 2 分／种。 
8 

16 原料及食品添加剂均符合规定。 

使用了非食品原料、回收食品、未

经检疫及检疫不合格肉品的，扣 10 
分；使用其他不合格性质原料，或

滥用食品添加剂的，扣 5 分／项， 

最多扣 10分。 

10 

17 
加工过

程管理 

加工过程符合保障食品安全要

求门 
不符合的，酌情扣分。 5 

18 
从业人员健

康管理 
从业人员均有有效健康证 n 

缺少有效健康证的，扣 1 分／人，该

项分数扣完为止。 
2 

19 出厂把关 
按照要求对感官等项目进行检

验门 
不符合的，酌情扣分。 3 

20 标签标识 按规定进行标识。 
不全的，扣 0.5 分／项，该项分数扣

完为止。 
3 

21 台账记录 

按要求建立原辅材料进货查验、 

不合格及过期食品处理、批发销

售等台账。 

未建立台账的，扣 5分；不齐全的， 

扣 1 分／项，该项分数扣完为止。 
只J

  

22 
资质公示情

况 

核准证书、营业执照、从业人员

健康证明在显著位置张挂。 
未在明显位置张挂的，扣 1 分／项： 3 

合 计 100 



附件 2 

福建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示范点申报表 

小作坊名称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生产地址 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监管责任单位 

基本情况 

产区面积 主要产品 

成立时间 自有品牌 

从业人数 机器设备数 

主要生产 

工艺描述 

县级食安办意见： 

（盖章） 

2018 年 	月 	日 

县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意见： 

（盖章） 

2018 年 	月 	日 

市级食安办意见： 

（盖章） 

2018 年 	月 	日 

市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意见： 

（盖章） 

201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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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县（市、区）小作坊示范点评选确定名单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县（市区） 小作坊示范点名称 地址 产品 核准证编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考评得分 

县级食安办意见： 

2018 年 

（盖章） 

月 日 

县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意见： 

（盖章） 

201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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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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