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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食药安办〔2024〕11号

浙江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食

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江苏省食品药品

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安徽省食品安全委员会

办公室关于印发《2024 年长三角区域食品

安全合作工作计划》的通知

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相关

成员单位，各市、县（市、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讲话要求和指示精神，共同推进长三角区域食品安全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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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长三角区域食品安全合作工作计划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

词，立足食品安全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化长三角区域食品安

全合作，共同推进长三角区域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先行。

一、加强区域协作统筹

1.强化食品安全统筹协调。充分发挥三省一市食品（药品）

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食（药）安办”）统筹协调作用，

以食品安全专题组为平台，加强跨省协调与沟通联络。做好轮值

工作，全年牵头召开 2次长三角区域食品安全合作会议，研究推

进食品安全重大合作事项，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重点难题，交流分

享工作亮点和先进经验。(责任单位：浙江省食药安办，配合单

位：上海市食药安办、江苏省食药安办、安徽省食安办）

2.协同推动“两个责任”落地落实。加强长三角区域食品安

全“两个责任”工作落实情况的交流、学习和调研，适时开展“两

个责任”落实情况交叉互查，建立“共性问题清单”，推动建立

常态化长效化联动整改机制。（责任单位：三省一市市场监管局）

3.健全食品安全应急协作机制。落实长三角地区食品安全应

急协作机制，完善跨区域食品安全应急处置机制，做好重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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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开展长三角地区食品安全应急演练，全面提升有效防范和

妥善应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能力，促进区域内食品产业健康发

展。（责任单位：三省一市市场监管局）

二、推动区域资源共享

4.推进专家资源共享合作。加快人才区域合作，整合三省一

市食品安全专家资源，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政策协调、制

度衔接等建立合作工作新机制。充分发挥专家在食品安全领域的

重要作用，协助推动长三角区域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逐步形成人才合理流动的大市场和人才交流合作的服务体

系，努力实现区域内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一体化开发，促进共

同发展。（责任单位：三省一市食〔药〕安办）

5.推动第三方资源协作协同。充分探索行业协会、检测机构

等第三方机构在食品安全领域理论探索、局部试点、制度整合、

示范推广等多重效用，建立健全长三角地区第三方社会组织的联

动协作机制，加强合作交流，促进资源优势互补，推进长三角地

区食品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责任单位：三省一市市场监管

局）

6.推进食品安全实训中心建设。推动长三角地区公共实训中

心共建共享，积极整合长三角教育实践资源和职业技能培训资

源，建立长三角食品生产安全监管实训中心集群。制定长三角地

区省级食品生产安全监管实训中心建设指南，建立长三角地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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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食品生产安全监管实训中心 4个以上、市级实训中心 8个以上。

建设长三角示范区食品安全实训基地。（责任单位：三省一市市

场监管局）

三、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协作

7.深化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定期开展市场监管领域食品安全

风险会商交流，加强共性问题风险研判，强化预警交流和针对性

抽检、监管。加强长三角地区食品抽检协同，出台长三角地区食

品安全风险预警交流和防控合作政策。建立承检机构一体化名录

档案，推动食品安全承检机构管理信息共享，实现承检机构交叉

互检，抽检结果互认互通。（责任单位：三省一市市场监管局）

8.推进核查处置协作。完善长三角食品安全风险闭环联合处

置机制，出台长三角核查处置信息沟通、协同推进、闭环督查相

关规范指南，实现长三角地区联动处置一体化。评选长三角地区

食品抽检核查处置“双十佳”案例。（责任单位：三省一市市场

监管局）

9.推进案件执法协作。推进执法信息互通互认，及时通报行

政执法领域具有普遍性、行业性或新颖性的问题。加大案件联动

查办力度，重点打击线上线下一体化运作、跨区域、链条化等特

点的违法行为，进一步提升长三角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协作水

平，共同构建区域执法协作的先行示范。（责任单位：三省一市

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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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加强网络食品经营监管协作。落实长三角网络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联合整治，加大对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和入网餐饮

单位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提高长三角网络食品经营监

管协作水平，对涉及多省市的网络经营者加强信息互通共享、联

合处置。（责任单位：三省一市市场监管局）

11.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协作。深化长三角一体化食品监

管合作，深入开展校园食品专项治理行动，健全校园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加大检查频次和力度，加强共性问题风险研判、会商、

交流，提高长三角区域校园食品监管协作水平。（责任单位：三

省一市市场监管局）

四、推进食品安全追溯管理

12.推进示范区食品安全追溯试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以嘉善、青浦、吴江三地为试点，加

强业务流程重塑、信息互通和数据交换，推动浙食链、上海市食

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苏源 e码通等系统贯通，争取猪肉等重点

品种和重点主体实现数据互通互认，形成有效试点成果，以点带

面推动长三角范围内全域食品安全数字化追溯应用。（责任单位：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嘉善县市场监管局；配合单位：上海市市场

监管局、江苏省市场监管局、青浦区市场监管局、吴江区市场监

管局）

13.推动食品安全追溯标准实施。强化长三角地方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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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互认，积极实施《长三角地区食品和食用农产品信息追溯》

地方标准，推动长三角区域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省域流通顺畅、便

捷、可溯。（责任单位：上海市市场监管局，配合单位：江苏省

市场监管局、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安徽省市场监管局）

五、健全区域信用联合惩戒机制

14.推动食品安全信用信息共享互认。构建信息即时通报机

制，针对各地食品安全案件中被吊销许可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及

其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信息不

互通，法院系统涉食品安全犯罪司法文书数据不共享等问题，建

立长三角地区统一的食品安全犯罪禁业人员名单库，定期做好名

单库数据维护更新，打通数据壁垒，破解地区间信息互通的堵点。

(责任单位：浙江省食药安办，配合单位：上海市食药安办、江

苏省食药安办、安徽省食安办）

15.构建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加大食品领域严重失信行

为惩戒力度，探索在三省一市共建区域食品安全主体信息电子围

栏，定期交互各省市因食品安全犯罪判处有期徒刑的人员名单数

据，在许可系统实现自动拦截，实施行业禁入。（责任单位：三

省一市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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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6月 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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