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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长食安办发〔2024〕7号

长沙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长沙市 2024 年食品及食用农产品

抽检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

市食安委有关成员单位，湖南湘江新区及各区县（市）食安办：

现将《长沙市 2024年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抽检监测工作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严格组织实施，认真抓好落实。

长沙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3月 15日

（公开属性：不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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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 2024年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抽检监测
工 作 方 案

为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两个责

任”，深化巩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成果，保障人民群众饮食

安全，根据相关法规和上级有关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四个最

严”为根本遵循，认真贯彻国务院食安办、省食安办有关会议精

神和年度重点工作安排，提升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检验检测能力和

水平，压实各级监管部门责任，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提

高监管工作针对性和有效性，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全域性食品安

全风险。

二、工作原则

（一）坚持问题和结果导向。针对既往抽检监测、投诉举报、

上级通报、外检移交等问题比较突出的环节、企业和品种，以及

群众关注度高、消费量大的食品提高抽检批次和频次，突出农兽

药、重金属、“两超一非”“瘦肉精”等指标的检测监测。开展假

日食品、季节性食品、农贸市场、校园及周边等专项抽检，积极

回应群众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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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全流程全业态覆盖。实现抽检监测覆盖商业中

心、背街小巷、农村及城乡结合部等不同区域，加强对种植养

殖基地、肉蛋奶生产企业、大型商超、中小型餐饮等环节的抽检

监测。把集中用餐单位和新产业新业态的预制菜、直播带货销售

的食品、生鲜电商和跨境电商零售食品作为新的抽检品种进行重

点管控。

（三）坚持检测和监管相结合。配合日常监管、专项整治，

及时组织开展专项监督抽检；结合飞行检查、体系检查等日常监

管发现的问题，适时调整检测计划，适当增加检测批次。对临田

稻谷、储备粮和城乡供水要进行重点检测。对检测不合格的食品

和食用农产品要及时通报相关监管部门依法进行核查处置，对出

现多批次不合格食品的企业加强监督检查。要把检测和监管有机

结合起来，及时发现风险问题、排查处置，有效消除风险隐患。

（四）坚持统筹和信息共享。各级食安办统筹本区域抽检工

作，实行统一抽检计划、统一结果汇总、统一信息通报，部门之

间紧密协作、合理分工、各有侧重。加强检测数据归集和分析，

形成季度、半年度和年度分析报告，通报各成员单位和下级食安

办。各级食安办和各有关成员单位定期开展风险交流和形势会

商，及时共享风险信息。

三、工作任务

2024年，全市计划完成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抽检 68227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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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市食安委相关成员单位完成 25970批次，湘江新区及各区

县（市）完成 42257批次，各单位计划任务数详见附件 1。

（一）抽检对象和重点。在确保全覆盖的基础上，按市、区

（县、市）两级进行基本区分。1.市级抽检重点。全市大型食用

农产品种植养殖基地；大型食品生产企业、批发市场、超市和餐

饮企业；大中专院校、省市管学校（幼儿园）食堂等重点场所；

粮食检测计划规定的种类；去年检测出现过 3批次及以上不合格

食品的生产经营主体；被投诉举报 20次以上的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城市和农村饮用水检测；被国家部委和省厅局通报的食品生

产经营主体。2.区县（市）抽检重点。辖区内中小型食用农产品

种植养殖基地；中小型食品生产企业、农贸市场、超市和餐饮单

位；区县（市）属学校（幼儿园）食堂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

学校（幼儿园）直饮水以及农村集镇供水等；食品小作坊、小餐

饮、小摊贩；去年抽检出现过 2批次不合格食品的企业等。星沙

海关按照长沙海关有关计划和要求组织实施。

（二）抽检品种和任务。涵盖食用农产品、食用油、肉制品、

乳制品、饮料、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水果制品、蜂产品、餐饮

食品、其他食品等 35个食品、食用农产品和延伸性产品大类。

食用农产品的抽检尽量覆盖本行政区域内生产销售的蔬菜、水

果、畜禽肉、水产品、鲜蛋等。湘江新区及各区县（市）食品检

测任务中，针对农药兽药残留的食用农产品检测量原则上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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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次/千人（农业农村部门的任务可参照市农业农村局分配任务

数），检测总批次原则上不少于 4批次/千人。

（三）抽检时间和频次。市食安委相关成员单位要按照年度

工作方案制定季度抽检计划，湘江新区及各区县（市）要结合本

地实际制定抽检工作方案，依条块合理分配成员单位任务，统筹

安排季度抽检计划，避免集中采样、集中检测。季节性生产销售

的食品或存在季节性质量安全风险的食品，以及节假日食品，在

相应季节和假日增加采样量和品种。加大对高风险食品的抽检频

次，特别要增加对去年检出多批次不合格食品企业和投诉举报量

多、舆情反映大的生产经营主体的抽检频次。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抽检监测工作是推动落实食品安全“两

个责任”和强化监管的重要技术支撑，也是发现风险隐患的重要

途径，各级各有关单位要将此项工作列入党委（组）重要工作议

程，安排一名领导负责，指定处（科）室牵头落实。认真制定本

单位抽检实施方案和计划，积极协调足额保障检测经费，确保计

划落实。加强过程管理，提高检测工作质量，提升食品安全隐患

排查、风险预警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二）严格结果运用。各级各单位要充分运用抽检结果，作

为开展风险会商和食品安全形势研判的重要内容，对发现的区域

性、系统性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及时开展专项治理。对检测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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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合格食品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开展核查处置工作，督促关联

市场主体开展原因分析调查及整改复查，并加强对不合格食品及

同类产品的跟踪抽检，做到产品控制、源头追溯、原因排查、整

改复查、行政处罚“五到位”。需要公开的抽检信息，应及时向社

会公开。

（三）严肃工作纪律。加强对承检机构的管理，督促严格执

行食品安全检测工作规范，确保抽样频次、抽样进度、检验期限

等符合规范要求。参与食品抽检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检测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要求及时进行抽样、检验和结果上报，

不得瞒报、谎报、漏报和随意修改检验数据，不得擅自发布有关

抽检监测信息，不得在开展抽样工作前事先通知被抽检单位和接

受被抽检单位的馈赠，不得利用抽检结果开展有偿活动、牟取不

正当利益。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一律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及

人员责任。

（四）规范信息报送。市食安委相关成员单位、湘江新区及

各区县（市）食安办在每季度末的次月 8日前将上季度食品安全

检测信息（附件 2、3）报市食安办，每半年、全年度的食品安

全检测情况与其他（含日常监管、投诉举报、媒体报道、上级通

报等）风险隐患情况形成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报告，于 7月 10日

和 2025年 1月 15日前报送市食安办，由市食安办汇总分析形成

专题报告下发共享，特殊情况及时报送。各级各单位要加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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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共享，更好地指导开展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抽检工作纳入年

度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

附件：1.长沙市 2024年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检测计划任务表

2.市食安委成员单位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检测信息季报表

3.湘江新区及区县（市）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检测信息季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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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长沙市 2024年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检测计划任务表

区县（市）
市市场监管局

计划任务数

（批次）

市农业农村

局计划任务

数（批次）

市卫生健康委

计划任务数

（批次）

市发展改革

委计划任务

数（批次）

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

（批次）

市水利局

（批次）

星沙海关

计划任务地 区

2023年末

常住人口

数（万人）

（万人）

计划任

务数

（批次）

湘江新区 190.29 7120

13000
（含风险监测

500批次）

5260（种植养

殖环节食用

农产品质量

安全风险监

测、监督抽

检）

800（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生

活饮用水检

测、集中消毒

餐饮具检测）

460（粮食收

购、储存环

节和政策性

粮油质量安

全检测）

6000 以上

（ 出 厂

水、管网

水和二次

供 水 检

测）

450（出厂

水、末梢水

检测）

根据上级

下发的抽

样检验及

风险监测

中规定的

抽检量组

织实施

芙蓉区 64.42 2280

天心区 89.4 3576

开福区 88.21 3529

雨花区 128.9 5156

望城区 74.65 3976

长沙县 143.47 5740

浏阳市 143.73 5750

宁乡市 128.24 5130

小 计 1051.31 42257 25970

总 计 68227
注：1.湘江新区及各区县（市）计划任务数原则上按不少于 4批次/千人计；

2.湘江新区及各区县（市）计划任务中，针对农药兽药残留的食品抽检量原则上不少于 2批次/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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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食安委成员单位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检测信息季报表（第 季度）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当季完成批次 不合格批次 累计完成批次 累计不合格批次 备注

审核人（签名）： 填报人（签名）： 联系电话：

填报说明：

1.本报表由市食安委成员单位统计填报市本级任务完成情况，市卫健委报表中不合格批次为检出风险批次；

2.填报单位须加盖本单位行政公章，填报人签字并登记联系电话，由填报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字；

3.本报表为季报表，当季度次月 8日之前报送上季度监督抽检情况，不得迟报、瞒报或不报；

4.本报表通过邮箱 csspaq@163.com报送加盖公章的扫描件和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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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湘江新区及区县（市）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检测信息季报表（第 季度）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当季抽样批次 当季检验批次 当季不合格批次 累计抽样批次 累计检验批次 累计不合格批次 备注

发展改革部门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水利部门

农业农村部门

卫生健康部门

市场监管局部门

合 计

审核人（签名）： 填报人（签名）： 联系电话：

填报说明：

1.本报表由湘江新区及各区县（市）食安办汇总辖区各相关职能部门检测数据填报；

2.填报单位须加盖本单位行政公章，填报人签字并登记联系电话，由填报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字；

3.本报表为季报表，当季度次月 8日之前报送上季度检验检测情况，不得迟报、瞒报或不报；

4.本报表通过邮箱 csspaq@163.com报送加盖公章扫描件和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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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3月 1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