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安全社会调查报告总结 食品安全社
会调查报告(实用5篇)

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
为完美的报告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暑假安全社会调查报告总结篇一

近期，县政协组织部分政协委员，采取实地查看、抽样检查、
集中座谈等方式，对全县餐饮消费食品安全情况进行了专题
视察。现将视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领导高度重视，创建工作有序推进。我县创建省级餐
饮消费食品安全先进县工作自去年月启动以来，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分管县长为组长的创建领导小组，召
开动员大会，制订工作方案，将创建工作纳入政府综合目标
考核。各乡镇和监管成员单位对照创建标准，进一步落实工
作责任，完善工作机制，规范工作档案，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分环节建立“示范点”，政府领导、部门协作、社会联动、
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正在形成。

（二）加强协作联动，综合监管积极主动。县食安办充分发
挥综合监管、组织协调的职能，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研究部
署监管工作。各职能部门强化堵源头、严监管、树标杆、抓
典型等工作措施，两年来，部门联合组织开展春节期间食品
安全大检查、中、高考学生饮食安全大检查和食品添加剂、
地沟油、一次性筷子、问题乳品等10多次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活动，推动农产品、动物源性食品、食品生产加工、流通、
餐饮消费领域的安全意识和行为得到加强。

（三）深入开展整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两年来，我县认



真开展了食品安全隐患、食品质量、食品违法行为“大排
查”行动，先后出动检查人员2800余人（次），检查食品生
产加工经营企业、集贸市场、超市1947家（次），检查宾馆、
学校食堂、夜市大排档、餐饮摊点372家（次），检查畜禽养
殖企业、农资、兽药、饲料经营门店190余家（次），查办各
类违法案件238起，下发整改意见书和限期办结通知书370余
份，有效防控了食物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食品安全意识淡薄。生产、流通、消费者对食品安全
不知、不懂、不在乎。食品生产者只要生产的产品能成为商
品，合格不合格与已无关；食品经营者只要有人买，有钱赚
就卖，心存侥幸心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知识知道不多，只
要是市场上卖的和上餐桌的食品都去吃。很多人自身权益受
到侵害时，不知道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不顺。一是职能权限不清，综合监
管有死角。食品安全由于是多头管理、多头执法，存在都管
都不管的现象，许多职能相互交叉，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相
互扯皮，导致小吃店、卤制品店、油炸食品店、面包店、餐
饮摊点等现做现卖直接入口的食品存在监管空白，对前店后
厂、甲地生产乙地卖不直接入口而自产自销的食品小作坊存
在监管盲区。二是配套细则不完善，部门执法不力。少数部
门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存在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违法不究的问题。三是监管手段滞后，执法队伍素质不高。
食品质量检测设备简陋、不配套，有的完全凭工作经验，监
管人员在查处有“瘦肉精”等问题时，需送样品到上级部门
检测，自己难以迅速提供精确有效的检验结果，且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无经费。专业技术人员缺乏，不作为、乱作为的`现
象比较突出。

（三）食品源头管理存在安全隐患。农村传统农家肥的使用
越来越少，农民存在滥用和不合理使用农药、化肥、饲料、
添加剂的现象，老百姓吃的农家菜、水果和饮的茶叶等仍时
有检测出农残超标。鸡、猪、牛、鱼等养殖业的业主随意、



超剂量、违规使用抗生素、激素、食品添加剂和其他有害物
质，动物未能消耗完的各种生长（促长）激素就无形转化到
人身上，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四）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管理缺位。我县食品生产和经营
单位点多面

暑假安全社会调查报告总结篇二

我县现共有注册餐饮服务单位910户，未取证的小餐饮店212
户；食品的流通经营主体1040户，未取证的小食品的店621户
家；食品的生产企业26家，未取证的小作坊201家；未取证的
食品的流动摊贩100余户；不规则分布在全县各个乡镇。随着
食品的产业的快速增长，我县食品的行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涌现出了一批名优产品，包括麻辣牛肉、飞龙面、龙女酒、
盐皮蛋等；西南商圈著名零售商企业重百商城看中xx县消费
潜力，在沿口镇开设两个零售店；印山假日酒店、渝源庄、
雪花啤酒风情街等餐饮业领头羊和餐饮服务示范街则通过以
点带面的方式，助推我县食品的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20xx年，我局为摸清食品的安全现状，抓住食品的亮剑行动
的契机，集中查处了一批食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后续又多次
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包括食品的添加剂、大米、白酒、饮料、
食用油、肉及肉制品专项整治等多个方面，形成查处一案，
震慑一方，教育一片的作用。截止目前，我局共计办理食品
的生产经营违法案件127件，罚没款合计23.33万元。同时，
为了严防食品的安全风险，根据市局年初下达的食品的抽样
方案和我县实际情况，我局共计开展民生工程抽样96批次，
不合格6批次，合格率97.8%；开展监督抽样55批次，不合
格32批次，合格率41.8%；对抽样不合格的产品，一律按照法
律法规相关规定实施行政处罚。我们清楚认识到，我县食品
的安全总体现状较往年有所提升，但安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具体表现在一以下几个方面：



（一）食品的安全监管力量薄弱。一是监管人员数量少。按照
“三定”方案，全局共设立编制80个，到位人数46人。从事
食品的安全监管的人员紧紧23人,食品的安全监管面积大、战
线长、监管基础薄弱、动态性强，同时食品的行业兼具从业
人员素质较低、流动性强的特点，现有监管人员即便超负荷
工作，也不能达到监管率100%。二是监管设备缺乏。目前我
局共有快检设备2套，只能针对极少部分品种做基础检测，面
对琳琅满目、品种繁多的食品的，我们执法人员绝大多数时
间是采取凭经验肉眼看、鼻子闻、手摸和检查购物凭证等方
式来辨别假劣产品，支撑食品的安全工作的物质技术力量无
法保障，难以及时发现，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办公
场地受限。我局共设立6个监管所，为我局的派出机构，办公
场所在监管所乡镇府所在地划转，但目前无一个正常运转，
监管所缺乏电脑、打印机、执法车辆等一系列办公设备。

（二）食品的安全隐患突出。一是经营者食品的安全意识淡
薄，隐患突出。食品的行业准入门槛较低，从业人员绝大部
门来自农村或者是城镇下岗职工，文化水平相对较低，食品
的安全意识淡薄，未实行进货查验及台账登记、索证索票制
度或者记录、索证索票不全，不能及时处理超过保质期的食
品的，基本的食品的安全知识缺乏，留下巨大的食品的安全
隐患。二是消费者食品的安全意识不高，维权困难。在我县
很多消费者没有基本的食品的安全意识，特别是一些老人、
小孩在购买食品的的时候，基本不会看生产日期、保质期、
厂名、厂址这些标识，这就给一些不法经营者可乘之机；而
部分经营户往往不会主动提供发票和小票，一但出现问题，
维权就会比较困难。三是农村食品的市场名目繁多，秩序混
乱。农村食品的市场上廉价食品的琳琅满目、山寨食品的品
种繁多，因农村消费者普遍对食品的安全知识知之甚少，加
之我局食品的安全监管力量薄弱，农村食品的市场和城乡结
合部是低价劣质食品的的倾销地，农村消费者也是假冒伪劣
食品的的直接受害者。

（三）食品的经营缺乏有序竞争。一是食品的生产经营户分



散不成规模。我县食品的经营店分布范围相当广，从城区到
几人、十几人聚集的农村居民点都有食品的生产经营户；但
绝大多数规模都不大，有两张桌子就组建一个小餐馆，有几
十包小食品的、几瓶酒、几包糖果就能构成一个小食杂店，
有简单生产工具在简陋的棚户内搭建的小作坊，同时，很多
农村地区的餐饮服务单位及食品的流通经营户未取得相关的
证照，小作坊也未到监管部门实施备案管理，这给职能部门
监管带来较大难度。二是食品的行业小、散、乱、差问题凸
显。食品的行业作为一般的服务业，普遍投入不大，技术含
量偏低，尽管完全由市场竞争来选择，但由于缺乏政府的有
效引导，普遍存在小、散、乱、差等问题，缺乏有序的竞争
力。除进行注册登记的餐饮服务单位、食品的流通经营户、
食品的生产企业及已实施备案管理的小作坊外，食品的流动
摊贩随处可见。因不能对未获证或登记的食品的生产经营户
进行食品的原辅材料、制售过程、环境卫生状况进行监督控
制，所生产销售食品的质量安全隐患大。

（四）食品的安全监管难度大。一是监管依据缺乏。20xx年全
省对食品的生产经营主体进行了系统调查统计，但针对“四
小”的监管办法依然没出台，执法人员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可
适用的法律条款不明确，在执法过程中不具有可操作性。二
是监管对象数量庞大。我局负责除食用农产品进入流通领域
的整个食品的市场的监管，涵盖食品的生产、食品的流通、
餐饮服务、集贸市场的监管，监管对象适量庞大。三是违法
成本较低。目前针对食品的安全的主要法律法规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的安全法》及《食品的安全法实施条例》，相
关法律责任条款折射出我国食品的行业违法成本较低，获利
空间较大，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故意违法现象频发。
四是监管责任分工不明。今年“毒豆芽”事件屡见报端，一
度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其主要原因是监管责任分工不明，
豆芽监管处于真空地带。

（五）法律宣传效率低下。一是法律宣传惠及面窄。我局虽
每年都借助3.15、食品的安全宣传周、科技宣传日等重要时



间节点开展食品的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及食品的安全知识宣传
活动，但是受惠面基本集中在城区和乡政府所在地，广大农
民群众未能及时获知食品的安全相关知识，食品的安全意识
低下。二是普法教育未能跟上。在实际监管过程中，我们发
现很多食品的经营商家犯了法都不知自己触犯了法律，不知
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有的认为只要罚点款就能了事，这些
都反映了普法教育和宣传力度远远没有跟上。部分经营户以
经济利益为中心，对食品的安全电子溯源、索证索票、进销
货台账等管理制度思想认识程度不够，嫌麻烦，消极应付。
有些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购买食品的时不看生产日
期、保质期、不看合格证、不查证验证，发生消费纠纷时维
权意识也不强。虽然我局每年都对食品的从业人员进行食品
的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培训，但部分食品的从业人员责任
心差，操作随意性大，与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差甚远。

我县食品的安全问题纷繁复杂，食品的安全隐患突出，究其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财、物力支撑不足。一是人力资源不足。机构改
革后，我局编制空缺数目大，人员迟迟没能到位，现有人员
是多部门整合而来，食品的安全监管业务需经历学习期、磨
合期、熟练期三个阶段，食品的安全问题也会经历一个集中
爆发期。二是物力支撑不足。目前我局办公设备、执法装备
严重匮乏，严重制约了全县食品的行业的监管，为食品的安
全隐患埋下伏笔。三是财力保障不足。政府在食品的安全领
域投入少，抽检经费缺乏，发现可疑食品的不能及时开展抽
样检验，锁定证据，致使执法监管陷于被动状态。

（二）食品的行业管理水平低下。一是食品的行业规范化程
度低。我县现有食品的生产经营户几乎都采用家族管理，家
庭中不同的成员在食品的生产经营不同环节担当不同角色，
控制着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出厂销售各个环节，在实际
操作中不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主要依靠经验，随意性较大，
不能从源头保证产品质量安全。二是食品的行业标准化程度



不高。食品的生产企业虽然都制定相应的产品执行标准及管
理制度，但是在实际检查中发现企业受文化素质、成本等各
方面的影响，不能按照既定的标准和制度严格实施，主要表
现在食品的生产从业人员工作服鞋帽穿戴随意、购销记录不
全面、食品的添加剂采购及使用记录时有时无、产品出厂检
验更是形同虚设，同时生产企业食品的安全管理人员缺乏，
对食品的安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食品的安全风险较大。

（三）食品的安全监管手段平庸。一是执法监管各自为政。
食品的安全监管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个职能部门，但从
多年的监管履职情况来看，各部门联合执法频率低，信息互
通量少，震慑效果不佳，不能及时消除食品的安全隐患。二
是社会参与度低。现阶段是食品的安全问题的集中爆发期，
特别是部分制假售假窝点为躲避执法检查，隐蔽于居民小区、
采取非工作时间或夜里开工，紧紧依靠执法人员的日常巡查
难以及时发现，劣质食品的流入市场，食品的安全隐患较大。
大部分群众知晓此事，但不会及时向食品的药监部门、公安
机关举报，导致违法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

四、加强我县食品的安全监管工作的对策及建议

（一）充实监管力量，做好安全保障。机构改革后，食品的
监管范围广、面积大，而执法人员及执法装备却不能满足实
际执法的需要，各乡镇食品的药品监管所不能正常履行监管
职责。希望上级政府能加快充实食品的监管队伍的速度，充
分发挥乡镇食安办的作用，并在乡镇、村社区聘任食品的安
全协管员，配合监管部门开展食品的安全监管工作，进一步
加大对食品的监管的投入，配备精良准确的食品的监管设备，
在食品的安全监管上形成合力，保障食品的安全。

（二）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安全意识。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充
分发挥媒体、舆论的导向作用，宣传食品的安全相关知识，
普及食品的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群众食品的安全消费意
识、维权意识，增强防范能力；另一方面我局继续加大对食



品的生产、流通、餐饮经营业主的食品的安全培训及教育工
作，进一步提高食品的生产经营业主的自觉性和自律性，增
强企业法人的第一责任人意识、法制意识、社会公德意识，
把好食品的安全“准入关”。

（三）构建信息平台，筑好安全防护。一方面要重视食品的
安全信息网络建设，将有关食品的生产经营单位、小企业小
作坊的基本信息在各职能部门互相交流通报，加强沟通协作，
做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动态管理，共同筑好食品的安全
监管的“防火墙”。另一方面各级媒体要引导群众加入食品
的安全监管队伍中来，发现问题及时拨打12331投诉举报电话，
形成社会共治的良好局面，让不法分子无容身之地。

（四）加大监管力度，消除监管盲区。一是严格市场准入，
对达不到卫生条件要求的食品的单位坚决不予以发放证照，
对经营条件十分差、安全隐患十分严重的无证经营单位坚决
取缔。二是加大惩处力度，对于食品的安全违法行为要重拳
出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三是加大食品的生产
企业、学校食堂、大型商超、承办宴席单位的监管力度，进
一步落实各项食品的安全制度，明确各单位法人是食品的安
全第一责任人，牢固树立食品的安全意识。四是开展日常监
管和专项整治，确保履行职责全面到位。对违法犯罪分子要
用重点治乱，绝不能心慈手软。五是突出重点环节，加大打
击力度。对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滥用食品的添加剂、食用
过期劣质食品的生产加工食品的、猪肉冒充牛肉等食品的安
全重点环节下大力气查处，坚决打击食品的违法犯罪行为。

（五）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水平。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
中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监管方式，坚持严格执法和优质服
务相结合，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大力强化服务，做到监管于
服务并重，寓监管于服务中，通过监管体现服务。为方便食
品的流动摊贩的监管，建议县委政府在食品的流动摊贩聚集
地划定一块食品的流动摊贩集中区，实行统一管理，消除食
品的安全隐患，夯实食品的安全基础。



（六）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人员素质。素质建设是执法队伍
建设的核心问题，没有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就不可能有高水
平的执法工作。我们应注重把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加强执法
队伍的素质建设。一是转变执法作风，树立良好执法形象。
坚持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核心，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为
目标，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标准，把先进性教育与开展
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纪律结合起来，引导每个执法人
员都来深入思考：作为食品的监管部门的人员，怎样通过做
好本职工作来实现中国梦的要求。二是对执法人员进行严格
的法律知识、专业常识以及执法行为规范化的培训工作，把
法律法规的系统学习作为工作中的常修课和必修课，加强对
法律深层理论的认识，提高执法质量。三是在系统学习的基
础上，加强实际运用和实践锻炼，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规范
和指导工作的实际能力。

（七）加强行业自律，构建信用体系。我局在摸清家底的基
础上，要层层落实食品的安全责任，签订食品的安全目标责
任书，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生产经营户负责人身上。同时我
们要加强行业自律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食品的
安全信用评价、食品的安全信息披露、食品的安全信用管理
等制度，增强全社会的食品的信用意识，营造良好的食品的
安全信用环境，杜绝故意违法现象的发生。

（八）加大监管投入，构筑安全保障。县级人民政府应加大
财政资金投入，解决我局及监管所、检验检测中心无办公场
所的实际困难；同时拨付专项资金采购检验检测设备，让县
级食品的药品检验检测中心正常履行检验检测职责，发现问
题，立即抽样检验，检测出问题，及时查处，消除食品的安
全隐患，构筑食品的安全新防护。

暑假安全社会调查报告总结篇三

班级：姓名：学号：



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
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当前，我国食品领域安全形势仍不
容乐观，食品安全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为了解
大家对食品安全方面的看法，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我展
开了关于食品安全状况的调查。

1月16日―1月21日

吉林省通化市得顺泉酒业有限公司(吉林胜通化市辉南县抚民
镇 北关村)

很久以来我就渴望去工厂实践，我希望能在社会实践中进一
步了解社会，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锻炼自己的才干，培养自
己的耐心，韧性，毅力。因为对于大学生来说，我们的社会
实践实在是太少了，感觉上了大学后整个人都变得十分的懒
惰，都没有高中充实。想到我早晚都要走出校园，走进社会
大染缸去，想到毕业后将面对社会严峻的就业压力，内心总
是感觉不安，总是害怕自己以后毕业了找不了工作，整天就
为就业发愁，更可怕的是还要靠父母养着，成为“啃老族”。

酒厂建于在镇上，就在我家附近，专门烧酒。我是在老厂工
作的，在白酒那边，除了白酒，还有食品厂，生产枣脯之类
的东西。酒厂的生产方式是流水线，有两个车间，每个车间
有三条流水线。流水线的主要流程有进瓶子，拾瓶子，冲瓶，
灌装，灯检，压盖，灯检，烘干，贴标，总检，装盒，折盒，
打铆，喷码，装箱，打包，装车，入仓。另外，还有挂钥匙，
挂牌，贴奖的工作。每个工作，都有专门的人来完成。虽然
规定不能串活，但是阿姨们觉得干一样干累了的话，还是会
互相换一换的。

其中，灌装，压盖，烘干，喷码都是机器完成的，打铆却是
很累的话，对臂力的要求比较大，所以，我没干过那个。仔
细算算，我干的.其实不多，灯检就是看看瓶子里有没有悬浮
物等杂质，压盖就是把盖子放到瓶子上，自然会有压盖机来



完成，折盒虽然挺难，但是熟了也就没什么了，只是连续几
个小时重复一样的动作会有点麻木的感觉。另外，我还捡过
几回钥匙，有很多线头都要弄掉，然后一百个放一起，说起
来简单，但是做起来才知道原来也挺麻烦，更何况，还要一
直蹲在地上，腿都麻了。

工厂里也是有厂规的，因为工厂生产酒，所以对火的规定十
分严格，不能带烟火，不能吸烟，发现一次，就要扣1000元。
另外，在工厂里，不能开机。

通过在工厂的实践，我真的是长了不少的见识，增长和很多
社会经验，我感受颇多，也明白了很多道理。那些工人干着
枯燥乏味的工作，工资却还低。而我们许多大学生整天那就
知道玩游戏，而不去好好学习，还抱怨生活得无聊。身在福
中不知福是我们很多大学生的通病，跟工人们一比，我们的
生活，实在太好。“宝剑锋从磨砺出，腊梅香自苦寒来”，
我们大学生应该好好利用假期的时间，走出校园，走出小家
庭，深入到全国各地的基层群众中去，去广泛的实践、调查、
走访。身为大学生，了解最真实的社会、生活；了解最真实
的人，明确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与责任。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还是会记住这一次实习的，虽然这次实
践并没有运用到我所学的知识，但是我从这次实践中学到了
很多，知道了我自己的很多不足之处，这是我人生路上最宝
贵的时刻！

基于我自己的社会实践体验，我积极的倡议当代大学生走出
校门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锻炼中寻找自我价值，
我们来到大学的目的就是学到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更好的服
务社会，所以我们更应该尽早地了解社会的需求来提升自我
各方面的文化知识和素质，当我们走向社会时更准确地找到
自己的位置为社会服务。

其实我们只要了解了社会的需求和自己所长，就会很快找到



自己社会中的位置。现代大学生缺少社会知识和信息，在学
校时从不关注社会中的情况，甚至连新闻都懒得看，更不用
说社会锻炼，所以当他们迈出校门的那一刻就迷失了方向，
拿着自己的简历不知何去何从，只知道自己学的是什么专业，
却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以至于很多大学生毕业后都找不到
工作；因为大学生缺少社会锻炼，空一肚子墨水却不知如何
用，很多用人单位不愿招聘应届毕业生，都愿吸取有工作经
验者，因此大学生的就业率也越来越低！有的学生辛辛苦苦
学了数十年的专业当走进社会时却找不到任何与所学专业有
关的工作，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这就是不了解社会的需求
所造成的。所以我们要发起倡议，为了我们今后更好更快地
投入到社会当中去，为了我们早日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为
了能够更顺利的工作用自己的所长服务于社会，积极投入到
社会实践中去！

暑假安全社会调查报告总结篇四

食品添加剂调查

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现代人的生活对饮食起居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而“民以食为天”，食品有关的问题自然成为人
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近来媒体曝光了多家食品生产商的食品
存在不安全的因素，得到了各界党组织以及广大群众高度重
视，食品安全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的地位。群众已经认识到的
不安全食品主要有：注水猪肉；农药残留较多的蔬菜水果；
市场上的假酒、假饮料、假油、假米、假调料；对人有致癌
危险的商品；经过现代技术加工的膨化食品、方便面、果冻
和很多零食；抗生素、色素残留超标的食品；各种过期的、
防腐剂、添加剂含量超高的食品；没有保鲜措施的贮藏品，
不卫生的散装食品等。

这次主要了解各种食品的食品添加剂添加情况，了解食品添
加剂的基本知识；增强食品安全意识。



1. 到超市副食品，查看食品包装袋上标注的有哪些食品添加
剂；

2. 记录食品添加剂的名称；主要有稳定剂、柠檬酸、乳酸、
甜味剂、综合香料、附加剂、甜蜜素、糖精钠、安赛蜜、阿
斯巴甜等，基本每一种食品中都含有添加剂。

3. 采购样本：根据的种类，采购了肉食、饮料、速冻食品和
休闲零食四类食品。

4. 利用网络了解食品添加剂和相关知识：

（1）食品添加剂的作用：合理使用可防止食品腐败变质，保
持或增强食品的营养，改善或丰富食物的色，香，味等。

（2）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必要性：如不使用防腐剂，则变质的
食物会引起食物中毒。另外，防腐剂还可以杀灭曲霉素菌等
产毒微生物，这无疑是有益于人体健康的。

（3）食品添加剂的安全用量：对健康无任何毒性作用或不良
影响的食品添加剂用量，用每千克每天摄入的质量（mg）来表
示，即mg/kg。

（4）不使用有毒的添加剂：如新闻中报道的瘦肉精、人工合
成色素（做染色馒头）、吊白块（做有毒腐竹）等。

1.要养成正确认识和防范食品添加剂的意识，养成良好的饮
食习惯。

2.买东西务必养成翻过来看包装背面“配料表”的习惯。尽
量买含添加剂少的食品。

3.选择加工程度低的食品，加工度越高，添加剂也就越多。
如购买的速冻类的馒头、薯条、鳕鱼片等，标注的添加剂就



很少。

4.不要贪图便宜货。俗话说“贱钱无好货”，事实上在小摊
上买的零食，含的添加剂很多。

5.要树立“简单的怀疑”精神。“为什么这种蛋糕的颜色这
么漂亮？”“为什么这种零食会这么便宜？”具备了“简单
的怀疑”精神，在挑选加工食品的时候，真相自然而然就会
出现。

这些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和提高了安
全消费能力。大多数人还是很关注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的，
可见近年来食品安全方面出现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大部分人对
食品安全的重视，并采取了一定的行动，但应有少数人还没
有重视到食品安全的问题，对此我觉得可以有针对性的对食
品安全问题做一定的宣传。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直接影响着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因
此饮食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因此食品的安全问题也是十分
重要，而且也已经得到广泛的关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这
也让我们看到了食品专业的发展前途和任重道远，希望城市
政府能够切实加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各方面向民众散发食品安全知识。

我们通过大学学习后，要想尽快的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人
才，适应社会的需要，就要在学习期间，积极参加社会实践
活动，认识社会，认识自己的社会位置，明确自己的历史使
命，激发自己的学习热情，调整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战
胜各种困难和挫折，锻炼意志和毅力，为适应以后的工作做
一定的准备。

社会实践是知识创新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把学到的
知识用于实践，在实践中继续学习提高，才能真正成为对社



会有用的人才。

实践已充分证明，社会实践促进了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
社会实践活动，我们从与人民群众的广泛接触、了解、交流
中受到真切的感染和体验，从无数活生生的典型事例中受到
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使思想得到升华，社会责任感得到增强。
在实践中，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提高
了认识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真诚的希望更多的大学
生积极参与到这支光荣而庞大的实践队伍中来。

暑假安全社会调查报告总结篇五

x县辖区面积约2540平方公里，总人口57万，辖28个乡镇(处)，
469个行政村，农村人口约47万，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比较
落后，全县尤其是农村、边远山区的餐饮服务业整体水平较
低。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县有固定店面的餐饮总数为862家，
其中有许可证的为560家，无许可证的为302家，即将转让的
为13家，获证率约为64.9%。在所有餐饮单位中大型企业18家，
中型企业15家，学校食堂40家，农家游199家，绝大部分为小
型餐饮单位，占全县餐饮单位总数的96%。从数据统计来看，
我县餐饮单位基本呈金字塔状，塔顶端的大、中型餐饮单位
数量最少，中间部分为较为规范的小型餐饮单位，最底端则
是数量庞大的流动性强、从业人员不稳定、设施设备缺乏、
自我管理水平低下的“五小”(小餐馆、小吃店、小饮品店、
小农家乐、小食堂)餐饮单位。

(一)数量众多、布局分散，无证经营现象突出。随着城镇化
的发展，生产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对方便快捷的就餐需求越
来越大，餐饮服务形式也呈现多样化发展，除较规范的酒店
外，绝大多数是家常风味店、特色小吃店、休闲餐厅、烧烤
店、大排档、农家乐等，而这些小型餐饮单位常常抱着“省
钱经营”的心态去经营，投入少、成本低、分布广、条件差，
加之多数业主法律意识不强，存在事先不申请，不管卫生条
件符合与否，不经许可即行开办的现象，有的企业则是被查



处时才被迫x，不查不办，更有甚者是遇到检查，听到风声不
对，干脆“收兵回营”，躲过检查后再继续经营，导致我辖
区内存在着一大批未x的餐饮单位。

(二)从业人员文化素质低，健康体检不到位。目前，我县餐
饮业的从业人员，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从业人员，多数是低
文化层次的群体，其中初中、高中文化的居多，部分从业人
员甚至连最基本的法律法规和起码的卫生知识都一无所知，
大多是凭着自己的经验操作;有的企业不为从业人员办理健康
证明，或者为了应付x，节省体检费用，从业人员体检几个就
算了事，不符合全员体检的规定，加上从业人员流动性大，
体检了的走了，新来的未经体检随即上岗，特别是无《餐饮
服务许可证》的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全部未进行健康检查，
若有患有传染性疾病(如甲肝、肺结核等)的人员上岗，给消
费者构成严重的健康隐患，这些患病从业人员成为餐饮业
的“隐形杀手”。

(三)设施设备简陋，经营条件不符合要求。众多的小餐饮单
位受自身经营规模、方式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业主不愿意在
硬件设施上投入，难以做到分间操作，有的甚至生熟案不分，
也不能达到远离厕所、粪堆、污水沟等污染源的要求。日常
监督检查时经常见到库房、操作间的物品就地堆放或堆放无
序，废菜乱扔，污水横流的现象，较为脏、乱、差。特别是
夜市、小吃摊点、火锅店等大多数集中在交通便利、人口密
集的地段，来往车辆多，卫生环境条件极差，加之自带的清
水和餐具有限，但是需要洗刷的餐具、用具又多，为了节约
用水，两盆水撑到底，一盆去油，一盆冲刷，更别提卫生消
毒了，存在许多食品安全隐患。

(四)小餐桌、小食堂管理缺失。据不完全统计，我县中小学
校食堂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还比较到位，但是机关企事
业单位、建筑工地食堂获证率较低，学生小饭桌的获证率极
低，这些小食堂、小餐桌未获许可，基础条件差，操作规程
混乱，餐饮具消毒空白，责任管理缺失，对其监管难度也很



大，几乎处于脱管游离状态。

(五)监管力量不足，制约监管工作有效开展。随着监管体制
的调整，餐饮消费环节由我局负责，同时我局还承担着药品、
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的监管职责，而我县餐饮业存
在点多、面广、线长的特点，执法装备尤其是仅有的3台执法
车辆远远不能适应新任务的监管需要，存在着“力不从心”
的困境，而我局在乡镇村又没有派出机构，与数量众多而监
管难度大的餐饮单位形成了悬殊鲜明的对比。

(六)检验检测技术手段不到位。《食品安全法》实施后，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开展餐饮食品检验检测将实行“买样制”，
检测设备、抽样费和检验费将面临巨大缺口，这将成为制约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因素。还有，餐饮服务监管职
能交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但检验检测工作仍由疾控中心承
担，餐饮监管与检测检验两者能否有效对接，能否协调运转
都值得商榷探讨。

(七)农家游、农家乐监管工作是一个棘手问题。我县是一个
旅游大县，大力发展农家游、农家乐对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
旅游本身具有人员高度集中、特殊时令性、区域特色性等特
点，尤其是xx月中旬至xx月中旬较兴旺，农家游、农家乐在
这一季节也逐步成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高风险场所，主要
表现在：许多经营者在未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情况下对
外开放经营，从业人员普遍存在无证上岗现象;开办者大部分
是地处偏远山区的农村人口，法律意识、卫生意识相对较差;
厨房功能布局不合理，功能间缺少，卫生设施不全，x造成交
叉污染，部分经营户为体现“农家乐”“家常便饭”的意图，
在食品操作加工上采用不卫生的“土方法”;部分经营户不配
备或者虽配备了餐具消毒、保洁设施，有的不经常使用、有
的由于游客数量多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形同虚设;前几年，我
县为发展农家游、农家乐专门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规范和许可
条件，但随着旅游业的日益发展，旅游人数日渐增多，饮食



花样日益繁多，原有的许可条件和规范远不能符合满足现实
的监管情况。

(一)强化宣传教育，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和经营者守法
意识。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上街咨询、手机短信、投诉举
报等形式，多渠道、多方位地宣传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法律、
法规及饮食卫生知识，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xx月份，利用一周时间，我局通过召开餐饮环
节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大会，公开发放执法服装、设置展台、
接受咨询，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观优秀餐饮服务单位、
开展“五进”活动和餐饮服务执法检查开放日活动，营造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对此项工作进行
了积极有益的探索;要加强对餐饮业从业人员特别是专职或者
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定期对其进行《食品行
业从业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操作规程》等知识的培训学
习，提高从业人员规范管理、守法经营的自觉性，扎实开展
从业人员年度体检工作，对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人员要采取强
制措施，调离其直接接触食品的岗位，x月x日，由市局统一安
排，组织全县380名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进行了
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对辖区内餐饮企业落实采购食品及食品原料索证索票、进货
查验和台账记录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专项监督检查，确保一旦
发生事故能够追根溯源,x月份我局印制了统一的台账登记册，
发放到餐饮企业，同时完善了23项餐饮食品安全制度，指导
餐饮企业健全餐饮食品安全各项规章制度，并装裱上墙张贴
在相应功能区;重点开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根
据省市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严厉查
处餐饮单位无证经营和采购、使用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畜禽
及其制品、劣质食用油以及非法添加等违法行为。

(四)全面推进餐饮业信用体系建设。保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制定了《餐饮去服务环节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实施方
案》，根据该方案将餐饮企业划分为a、b、c三个等级，有利于



促进餐饮服务经营者提高自身食品安全信用等级，提高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水平，我局在具体工作中将坚持“监管并重、
量化评价、动态监管、公开透明”的原则进行量化分级;除此
之外还将开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示范试点工作。通过制
定标准、广泛发动、积极参与等形式评选出10名餐饮示范企
业，充分发挥示范店(学校)的引领带动和辐射作用，全面推
动我县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上新台阶，同时主动曝光
一批无证经营、无证上岗、卫生条件不符合要求且屡教不改
的企业或摊主，使违法经营者无容身之地。

(五)关注群体聚餐，纳入重点管理。小食堂、小餐桌及婚丧
嫁娶流动饭店是容x发生群体性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的场所，
应重点准入管理和责任管理，按照“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
要求明确开办者、机关企事业单位、流动饭店的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保证为群众提供安全放心的餐饮服务，监管部门加
大监管力度，开展全方位的监督检查。

(六)强化餐饮业检测工作。按照国家局《关于印发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检验机构技术装备基本标准和现场快速检测设备配
备基本标准的通知》文件要求，争取资金支持，加快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技术监督能力建设，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发
展创造必要的条件，保证其为餐饮业安全事故处理及应急救
援等工作服务，目前，我局已购买四个食品快检装置，xx月xx
日，特邀请专家对餐饮食品安全人员进行了快速检测箱的现
场培训，并把快检装置充分利用到重大活动安全保障工作，
按照《重大活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范》的要求扎
实开展驻会保障工作，确保重大活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截
止目前，我局共完成包括“红色太行颂党情—走进狼牙山”
活动、“走进英雄山”全国旅游媒体登山大会、柿子节等24
项食品安全保障任务，受到了县级领导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