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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文头、统一印章、统一挂牌、统一执法
文书、统一悬挂标识、统一服装。这是我省食药
监部门自去年以来全面推进的“六统一”工作。

日前，安徽省食药监管体系建设推进会暨
贯彻“四个最严”，落实“四有两责”专题培训会
在池州召开，会议要求基层食药监管部门要全
面落实“四有两责”，以“六统一”为抓手，打通
监管执法的“最后一公里”。

105个县市区、848个乡镇统一“挂牌”

去年，安徽 16 个设区市整合相关
部门食品药品监管职能，组建了新的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105个县（市区）及
848 个乡镇设置了市场监管机构，并加
挂了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的牌子。

省食药监局局长徐恒秋曾指出，今
年安徽食药监管系统把规范基层局所标
准化建设作为突破口，强力推进基层食品
药品监管局所落实“六统一”，是贯彻“四
个最严”，落实“四有两责”的有效举措。

可以说，推进“六统一”，就是要促
进基层聚焦食品药品监管主业，压实责

任，打通监管最后一公里。

安徽食药监系统全面推进“六统一”

据了解，安徽食药监局推进基层食
药监管部门“六统一”是：统一印制使用
食品药品监管局（所）文头，统一刻制使
用食品药品监管局（所）印章，统一对挂
牌后基层局所干部进行新的任命，统一
印制使用食品药品监管执法文书，统一
制作悬挂食品药品监管标识标牌，统一
制作装备食品药品监管执法服装。

目前，通过一年多的推进，基层监
管队伍的作为意识和担当意识有了较
大的提升，有利于明确基层食品药品监
管职责。统一挂牌、干部重新任命，使
政令更加畅通，基层有了一支指挥顺畅
的监管队伍。

其次，从规范执法看，实施“六统
一”有利于解决基层执法标志混乱，执
法文书不统一等问题，有效适应食品药
品监管专业性、技术性和特殊重要性的

职责特点。统一着装进一步增强了监
管队伍的荣誉感和归属感，提升执法形
象，树立执法权威。

开展10期基层轮训班，培训2500人

据了解，今年我省食药监系统继续
开展食品药品监管业务普及轮训班，基
层轮训班共举办 10 期，预计培训 2500
人，目前已举办了7期。

在每期培训班开班式上，徐恒秋局
长都亲自授课，她重点讲解食品药品安
全工作的重要意义，分析食品药品监管
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就基层监
管机构贯彻“四个最严”、落实“四有两
责”，加强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提出了新
的理念和指导意见。

近日，徐恒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去年，我省食药监花费 1000 多万
元，对9000多人进行大轮训。今年，我
省食药监局也拿出1800万元进行大轮
训，预计培训人数将达到1.2万人。

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
专项整治

日前，为期两个月的亳州市中药

材专业市场专项整治已全面结束，通

过整治，进一步规范中药材专业市场

秩序，严厉打击药品药材市场制假售

假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障了人民群

众用药安全有效。

此次专项整治活动中，对中药材

专业市场进行全面地毯式检查，不遗

漏一摊一户，不放过一个不规范行

为。突击检查期间，共检查中药材摊

位 2893 个，中药材固定经营固定门店

412家，中药展厅13个。对方案中所列

57个重点中药材品种及可疑品种进行

了监督抽验，共抽检柏子仁、沉香、白

芷等 32 批样品，对问题样品进行了扣

押。 蔡玲 记者 王玮伟

黄山：推行食药安全“红
黑榜”制度

近日，黄山市食药监局印发《黄山

市食品药品安全诚信红黑榜管理制度

（试行）》，并将“红黑榜”通过政务网站

公布，接受社会监督。11 类食品药品

生产经营者和责任人员，将被纳入诚

信黑榜，4类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和责

任人员，将被纳入诚信红榜。

据介绍，食品药品安全诚信“红

榜”公布的期限为一年。公布期限内，

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由首次发布单

位撤销其红榜资格；无违法违规行为

的，公布期限届满信息转入数据库。

“黑榜”公布期限为二年，公布期限

自公布之日起计算。“黑榜”期限届满

时，由属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监

督检查，在公布“黑榜”期间未发生违法

违规行为的，由首次公布信息的监管部

门将“黑名单”专栏中的信息转入数据

库，供社会查询。 张五星 记者 王玮伟

蚌埠：重拳出击整治生
鲜猪肉市场

日前，蚌埠市食药监局在全市范

围开展为期四个月的生鲜猪肉专项整

治行动，重拳出击，整治猪肉市场。

自 10 月下旬开始，蚌埠市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重点检查全市集贸市场、

超市等猪肉经营单位销售猪肉的质量

情况，以及学校食堂、建筑工地食堂、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央厨房等餐饮

单位采购、使用生鲜猪肉的质量情况。

检查中重点打击销售、采购和使用

四种生鲜猪肉的违法行为：一是来源不

明、与票证不相符的生鲜猪肉；二是未

经检验检疫或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生鲜

猪肉；三是私宰肉、注水肉、病害肉；四

是对生鲜猪肉非法添加违禁药物和非

食用物质等违法行为。 记者 王玮伟

星报讯（记者 王玮伟） 食品生产
企业做得好，风险等级低，检查次数少；
反之，风险等级越高，检查的次数则越
多——这是今年安徽省食药监局对食
品生产企业试行的风险等级监管制度。

10月20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
记者获悉，我省有食品生产企业近8千
家，超过万家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目前，合肥、芜湖、蚌埠三地作为该项制
度的试点城市。

食品企业信誉差，要接受频繁检查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点多面广，历
来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难点，往往也有着

“监管成本高、人员少”等一些无奈。

10 月 19 日，在全省食品生产企业
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工作现场会上，安徽
省食药监局副局长高怀荃说道，今年10
月1日刚刚实施的《食品安全法》首次明
确了建立分级分类监管的制度，要求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要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风险评估结果和食品安全状况等，确
定监督管理的重点、方式和频次，实施风
险分级管理。这就意味着，纳入“黑名
单”的不良信用记录的食品生产经营者，
将面临更加频繁的监督检查。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合肥、芜
湖、蚌埠三地作为首批试点城市，试行
食品企业风险分级监管。

划分5个级别，风险最高每年检查至少3次

那么，食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是如
何评定的？安徽省食药监局生产监管
处处长仲炎介绍道，该项制度通过结合
食品生产企业产品类别、食品风险管理

能力和信用状况，按照风险评价指标体
系，对食品生产企业进行风险等级划
分，并依据企业的风险等级，进行风险
分级管理。

其中，加工食品企业风险分为5 个
等级，分别为 R1、R2、R3、R4、R5。风
险等级为 R1 的，每年至少监督检查 1
次；风险等级为R2的，每年至少监督检
查 1 至 2 次；风险等级为 R3 的，每年至
少监督检查2次；风险等级为R4的，每
年至少监督检查 2 至 3 次；风险等级为
R5的，每年至少监督检查3次。

此外，记者了解到，风险等级确定
后，并不是“终身制”，而是结合各企业
加工食品种类、销售对象、自身质量保
证能力等变化情况及日常监督检查结
果，对企业风险等级进行必要的调整，
对企业风险等级实行动态管理。监管
中发现存在问题的企业，复查、回访不
受计划频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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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文头、统一印章、统一挂牌、统一执法文书、统一悬挂标识、统一服装

安徽食药监系统全面推进“六统一”
今年计划对基层监管人员开展10期轮训班，已举办7期

讲诚信少查，不诚信严管

安徽食品监管出“新招”，企业试行风险分级
合肥、芜湖、蚌埠三地率先试点，风险最高企业每年至少检查3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