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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食安委〔2023〕6号

安徽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安徽省
小餐饮食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23—2025年）》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食品安全委员会，省食安委各成员单位：

现将《安徽省小餐饮食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23—2025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安徽省食品安全委员会

2023年 11月 15日

tel:2019%E2%80%942021
tel:2019%E2%80%9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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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小餐饮食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
实施方案（2023—2025年）

为有效预防和管控小餐饮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进一步提升

小餐饮食品质量安全总体水平，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和身体

健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小餐饮食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制定

如下方案。

一、总体目标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进一

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经营者主体、行业主管和部门

监管责任，按照“整治一批、规范一批、提升一批”的总体思路，

根据小餐饮业态特点，依法依规、因地制宜进行帮扶指导、精

准施策、以点带面，力争通过 3 年的规范提升，实现小餐饮规

范化经营、集约化布局、统一化管理、品牌化发展，小餐饮质

量安全明显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二、重点任务

（一）以整治环境卫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小餐饮后厨环境

脏乱差等问题。

（二）以严查食品原料来源为重点，着力解决小餐饮食品

原料进货把关不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或添加非

食用物质等问题。

（三）以严控加工过程为重点，着力解决小餐饮成品、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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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混放，交叉污染，未烧熟煮透等问题。

（四）以严管清洗消毒为重点，着力解决餐饮用具清洗不

干净、消毒不彻底、保洁不规范等问题。

（五）以加强人员管理为重点，着力解决小餐饮从业人员

食品安全意识不强、能力不足、健康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六）以推动“明厨亮灶”为重点，着力打造“明白、放心、

安心”的消费环境。

（七）以引导集中经营为重点，着力解决小餐饮集约化程

度不高等问题。

（八）以注重品牌建设为重点，着力解决小餐饮特色品牌

不强等问题。

（九）以推动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实为重点，着力解决包

保责任和主体责任压得不紧不实等问题。

三、主要措施

（一）监管与服务并重，促进小餐饮全面规范经营。

1．强化备案信息公示。督促辖区内小餐饮经营户及时备案，

按经营项目规范经营，并公示相关信息。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发现小餐饮未办理备案的，应教育督促其办理备案。市场监管

部门要在法律法规范围内尽可能优化备案流程，简化备案手续，

缩短备案时间，提供备案便利，提高备案效率。推动小餐饮经

营户开展食品安全公开承诺。到 2025年 6月，全省备案小餐饮

信息公示率达到 100%。〔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配合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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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2．加大环境卫生整治。督促指导小餐饮经营户大力改善加

工、就餐等经营场所环境卫生。食品经营区“三防”（防蝇、防鼠、

防虫）设施齐全，加工区无积水、无污渍、无霉斑、无异味，

就餐区“地面净、墙面净、桌面净”。鼓励小餐饮经营户按照“4D、

5常、6T”（4D：整理到位、责任到位、执行到位、培训到位；

5常：常组织、常整顿、常清洁、常规范、常自律；6T：天天处

理、天天整合、天天清扫、天天规范、天天检查、天天改进）

等管理方法，对经营场所进行标准化管理。〔责任单位：省市场

监管局，配合单位：省商务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卫生健

康委，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3．严把原料查验关口。督促指导小餐饮经营户认真履行进

货查验义务。一查食品原料感官性状，二查供货证明文件，三

查保质或使用期限，四查贮存和保管要求，五查食品添加剂使

用范围和使用限量。（省市场监管局、省农业农村厅按职责分工

负责）

4．严格加工过程控制。督促小餐饮经营户使用符合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的加工用水。荤素原料清洗池分开设置，冷食类

和热食类食品分开加工，原料、半成品和成品分开存放。烹饪

食品烧熟煮透。食品工用具清洗干净、消毒彻底、保洁设施良

好。倡导小餐饮经营户工用具“色标化”管理（对餐饮工用具用颜

色进行标识区分，防止交叉污染），设施设备“图标化”（对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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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设施设备的使用等进行图标说明）标注，成品半成品“超市

化”（防止餐饮成品和半成品混放，使用专用容器像超市一样将

成品半成品分开存放，防止交叉污染）贮存。（省市场监管局、

省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5．推动“明厨亮灶”建设。鼓励推动小餐饮经营户实现“明厨

亮灶”，采用明档、透明玻璃、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方式，向消费

者展示后厨环境卫生、食品加工制作过程、餐具清洗消毒等关

键环节，自觉接受消费者监督。〔责任单位：各市、县（市、区）

人民政府，配合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商务厅〕

6．加强人员培训管理。督促小餐饮从业人员通过现场培训、

“两库一平台”（“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培训考核两库一平台”由省市

场监管局开发，全省餐饮服务从业人员可免费登录学习食品安

全知识）等多种方式参加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实现从业人员食

品安全意识和能力同提升。督促小餐饮从业人员按规定进行健

康检查，确保健康证明合法有效。〔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

配合单位：省卫生健康委，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7．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切实加强小餐饮事中事后监管，日

常检查与无证小餐饮综合治理相结合，对学校和居民小区周边、

城郊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和位置偏僻、无牌匾标识的餐饮店等重

点对象开展无证无照等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加大对入网小餐饮

的检查力度，保证线上线下同标同质，全面推广使用“食安封签”。

严厉打击非法添加亚硝酸盐、罂粟壳、硼砂等法律法规明令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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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添加物质等违法违规行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推行智慧

化监管。〔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配合单位：省公安厅、省

商务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数据资源局，各市、县（市、区）

人民政府〕

（二）引导与规范并举，推动小餐饮向集约化规范化转型

升级。

8．引导适度集中经营。按照方便群众生活原则，合理布局

适合小餐饮集中经营的场所，配套建设必要的给水、排污等基

础设施，积极引导小餐饮经营者适度集中经营。争取到 2025年

底，每个县（市、区）基本形成不少于 2个小餐饮集中经营区。

〔责任单位：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配合单位：省食

安委成员单位〕

9．探索统一规范管理。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引进第三方机

构等方式，探索建立食品安全工作站，推动小餐饮集中经营区

实行原料配送、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后厨环境卫生、餐饮具清

洗消毒等环节统一管理，降低经营成本，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

平。〔责任单位：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配合单位：省

食安委成员单位〕

10．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已建成的小餐饮集中经营区

积极参与“食安安徽”食品安全（餐饮服务）街区创建活动，推动

小餐饮食品安全管理和服务升级，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力争到 2025年底，全省 20%的县（市、区）建成不少于 1个“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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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徽”食品安全（餐饮服务）街区。〔责任单位：省食安办，配

合单位：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三）培育与帮扶并进，促进小餐饮特色化发展品牌化经

营。

11．培育小餐饮品牌。积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的小餐饮品

牌，积极推动商标注册和地理标志、中华老字号申报工作，发

展连锁经营。争取到 2025年底，全省打造出一批品质优良、知

名度高、受老百姓欢迎的小餐饮地方区域特色“金招牌”。鼓励各

地制定传统特色小餐饮相关地方标准。〔责任单位：各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配合单位：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

场监管局〕

12. 推动特色化发展。引导小餐饮经营户合法诚信经营，提

升菜品质量，优化产品呈现，丰富消费者特色饮食文化体验。

各地要从本地特色入手，深入挖掘地域文化元素，结合历史传

承、消费习俗、非遗保护等，将当地特色食材、传统美食与现

代创意相结合，走特色化道路，实现小餐饮与文旅融合发展。〔责

任单位：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配合单位：省商务厅、

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

（四）压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健全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

效工作机制。

13．压实包保督导责任。动态调整包保名单，确保新备案

小餐饮在规定时间内全面建立包保关系。精准安排包保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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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人、事、岗、责”精准匹配，严格落实对小餐饮经营户的包

保督导责任。〔责任单位：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配合

单位：各级食安办〕

14．压实经营户主体责任。督促指导辖区内小餐饮经营户

依法配备食品安全员并明确其职责，建立进货查验、人员培训、

加工制作、餐饮具清洗消毒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并严格落实。

做好日常管控和风险排查，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严格

落实制止餐饮浪费各项规定。（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配合

单位：省商务厅）

四、实施步骤

（一）摸底排查阶段（2023年 11月—12月）。对本辖区小

餐饮开展全面普查摸底，摸清辖区内所有小餐饮店的总数、备

案、公示等情况。建立小餐饮监管档案，全面登记基本情况，

切实把底数摸清、把责任定清、把问题找准，确保质量安全提

升行动有的放矢、对症下药。（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

（二）深入推进阶段（2024 年 1 月—2025 年 6 月）。强化

动态管理，及时完善小餐饮监管档案。在前期摸底排查的基础

上，明确职责分工，制定工作目标，细化工作措施，组织各部

门按照职责分工认真开展治理整顿。综合运用多种监管手段，

集中时间、力量，全面开展辖区内小餐饮质量安全提升工作。

对拒绝整改或经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要加大执法力度，依

法依规处置。定期评估小餐饮食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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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分析问题，研究情况，支持采取“引摊入市”方法引导食品流

动摊贩进入集中区域经营，引导备案小餐饮提升为许可经营，

不断提升我省小餐饮质量安全整体水平。（责任单位：省食安办，

配合单位：省食安委成员单位）

（三）总结提升阶段（2025 年 7 月—12 月）。全面收集、

汇总、整理辖区内小餐饮食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取得的成效、

存在的问题，总结先进的工作方法和亮点，积极探索提升行动

的具体管理制度，推动提升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形成长效机

制。对各地典型经验做法进行总结提炼，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全面巩固工作成果。（责任单位：省食安办，配合单位：省食安

委成员单位）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小餐

饮在传承传统饮食文化、扩大就业、促进创业、方便群众生活

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发挥各级食品安全委员会机制作用，

加强对小餐饮食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的组织领导，确保如期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

（二）加强政策支持。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鼓励和

引导小餐饮改善经营环境、提升食品质量安全水平。各有关部

门对小餐饮食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成效明显的地方给予政策支

持。

（三）加强部门协作。各级食安委及其办公室要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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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抓总和综合协调作用，加强部门间协作配合，做到明责、

履责、尽责，将小餐饮食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工作开展情况纳

入各级食安委食品安全年度考核内容。

（四）加强宣传引导。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和普及食品安全

知识，针对性发布餐饮消费风险提示。利用“食品安全宣传周”

等开展小餐饮食品质量安全进农村、进社区等活动，加强宣传

引导，营造食品安全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积极引导消费者增

强文明消费、按需点餐、珍惜粮食的意识，树立“浪费可耻、节

约为荣”文明新风尚，共同减少食品浪费。





安徽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11月 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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