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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一、食品安全委托第三方检测结果通报

2020 年第三季度，食品安全委托第三方检测覆盖枫林校区食堂、张江校区

食堂、本部食堂，共检测样品 59 个，其中不合格项目数 0项，检测合格率 100%，

现将检测结果通报如下：

2020 年 7月份第三方检测结果

序号
食材种

类

样品

名称

采样餐厅名

称
检验项目 检测结果

1
生产用

水

生产

用水

二号书院食

堂

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大肠埃希

氏菌、菌落总数、砷、镉、铬（六价）、

铅、汞、硒、氰化物、氟化物、硝酸盐

（以 N 计） 、三氯甲烷、四氯化碳、溴

酸盐、甲醛、亚氯酸盐、氯酸盐、色度、

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 、铝、

铁、锰、铜、锌、氯化物、硫酸盐、溶

解性总固体、总硬度、耗氧量、挥发酚

类、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总α放射性、

总β放射性

判定依据：GB 5749-2006

合格

2 餐具 熟盆
二号书院食

堂 B1 楼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3 餐具
打菜

勺
合格

4 餐具 熟盆

二号书院食

堂一楼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5 餐具
打菜

勺
合格

6

备餐间

操作人

员的手

备餐

间操

作人

员的

手

检验项目：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菌落总数、霉菌

判定依据：DB31/410-2008

合格

7
生产用

水

生产

用水

枫林清真餐

厅

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大肠埃希

氏菌、菌落总数、砷、镉、铬（六价）、

铅、汞、硒、氰化物、氟化物、硝酸盐

（以 N 计） 、三氯甲烷、四氯化碳、溴

酸盐、甲醛、亚氯酸盐、氯酸盐、色度、

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 、铝、

铁、锰、铜、锌、氯化物、硫酸盐、溶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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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性总固体、总硬度、耗氧量、挥发酚

类、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总α放射性、

总β放射性

判定依据：GB 5749-2006

8 餐具 餐盘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9 餐具 筷子 合格

10

备餐间

操作人

员的手

备餐

间操

作人

员的

手

检验项目：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菌落总数、霉菌

判定依据：DB31/410-2008

合格

11
生产用

水

生产

用水

护理学院食

堂

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大肠埃希

氏菌、菌落总数、砷、镉、铬（六价）、

铅、汞、硒、氰化物、氟化物、硝酸盐

（以 N 计） 、三氯甲烷、四氯化碳、溴

酸盐、甲醛、亚氯酸盐、氯酸盐、色度、

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 、铝、

铁、锰、铜、锌、氯化物、硫酸盐、溶

解性总固体、总硬度、耗氧量、挥发酚

类、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总α放射性、

总β放射性

判定依据：GB 5749-2006

合格

12 餐具 熟盆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13 餐具
打菜

勺
合格

14

备餐间

操作人

员的手

备餐

间操

作人

员的

手

检验项目：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菌落总数、霉菌

判定依据：DB31/410-2008

合格

2020 年 8月份第三方检测结果

序号
食材种

类

样品

名称

采样餐厅名

称
检验项目 检测结果

1
生产用

水

生产

用水

张江一楼大

餐厅

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大肠埃希

氏菌、菌落总数、砷、镉、铬（六价）、

铅、汞、硒、氰化物、氟化物、硝酸盐

（以 N 计） 、三氯甲烷、四氯化碳、溴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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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甲醛、亚氯酸盐、氯酸盐、色度、

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 、铝、

铁、锰、铜、锌、氯化物、硫酸盐、溶

解性总固体、总硬度、耗氧量、挥发酚

类、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总α放射性、

总β放射性

判定依据：GB 5749-2006

2
五谷杂

粮

检验项目：黄曲霉毒素 B1

判定依据：GB 2761-2011
合格

3 餐具 餐盘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4 餐具 筷子 合格

5 餐具 熟盆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6

备餐间

操作人

员的手

备餐

间操

作人

员的

手

检验项目：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菌落总数、霉菌

判定依据：DB31/410-2008

合格

7 餐具 餐盘

张江清真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8 餐具 筷子 合格

9 餐具 熟盆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10

备餐间

操作人

员的手

备餐

间操

作人

员的

手

检验项目：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菌落总数、霉菌

判定依据：DB31/410-2008

合格

11 餐具 餐盘

张江二楼大

餐厅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12 餐具 筷子 合格

13 餐具 熟盆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14

备餐间

操作人

员的手

备餐

间操

作人

员的

手

检验项目：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菌落总数、霉菌

判定依据：DB31/410-2008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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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月份第三方检测结果

序号
食材种

类

样品

名称

采样餐厅名

称
检验项目 检测结果

1
五谷

杂粮
本部一楼

检验项目：黄曲霉毒素 B1

判定依据：GB 2761-2011
合格

2 面粉
检验项目：黄曲霉毒素 B1

判定依据：GB 2761-2011
合格

3 大米

本部二楼大

餐厅

检验项目：黄曲霉毒素 B1

判定依据：GB 2761-2011
合格

4 餐具 熟盆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5 餐具
打菜

勺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6

备餐间

操作人

员的手

备餐

间操

作人

员的

手

检验项目：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菌落总数、霉菌

判定依据：DB31/410-2008

合格

7
五谷

杂粮

北区一楼西

检验项目：黄曲霉毒素 B1

判定依据：GB 2761-2011
合格

8 餐具 熟盆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9 餐具
打菜

勺
合格

10

备餐间

操作人

员的手

备餐

间操

作人

员的

手

检验项目：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菌落总数、霉菌

判定依据：DB31/410-2008

合格

11
食用

冰

北区食堂二

楼饮料吧

感官要求（色度、滋味气味、状态）、

污染物限量、微生物限量

判定依据：GB2759-2015

合格

12
食用

冰

北区亚青中

心咖啡厅

感官要求（色度、滋味气味、状态）、

污染物限量、微生物限量

判定依据：GB2759-2015

合格

13
五谷

杂粮 南区二楼大

餐厅

检验项目：黄曲霉毒素 B1

判定依据：GB 2761-2011
合格

14 餐具 熟盆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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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餐具
打菜

勺
合格

16

备餐间

操作人

员的手

备餐

间操

作人

员的

手

检验项目：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菌落总数、霉菌

判定依据：DB31/410-2008

合格

17 餐具 熟盆
南区清真餐

厅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18 餐具
打菜

勺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19
五谷

杂粮

江湾一楼餐

厅

检验项目：黄曲霉毒素 B1

判定依据：GB 2761-2011
合格

20 面粉
检验项目：黄曲霉毒素 B1

判定依据：GB 2761-2011
合格

21 餐具 熟盆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22 餐具
打菜

勺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23

备餐间

操作人

员的手

备餐

间操

作人

员的

手

检验项目：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菌落总数、霉菌

判定依据：DB31/410-2008

合格

24 大米

江湾二楼餐

厅

检验项目：黄曲霉毒素 B1

判定依据：GB 2761-2011
合格

25 餐具 熟盆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26 餐具
打菜

勺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27

备餐间

操作人

员的手

备餐

间操

作人

员的

手

检验项目：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菌落总数、霉菌

判定依据：DB31/410-2008

合格

28 餐具 熟盆
江湾清真餐

厅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29 餐具
打菜

勺

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判定依据：GB 14934-2016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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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备餐间

操作人

员的手

备餐

间操

作人

员的

手

检验项目：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菌落总数、霉菌

判定依据：DB31/410-2008

合格

31
食用

冰

江湾图书馆

咖啡厅

感官要求（色度、滋味气味、状态）、

污染物限量、微生物限量

判定依据：GB2759-2015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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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品安全检测实验室检测结果通报

2020 年第三季度，食品安全检测实验室检测样品 63个，检测合

格率 100%，现将检测结果通报如下：

检测日期 所属食堂 样品名称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判定

2020/7/16 本部食堂一楼 快餐盘 ATP 60 合格

2020/7/16 本部食堂一楼 勺子 ATP 0 合格

2020/7/16 本部食堂一楼 筷子 ATP 0 合格

2020/7/16 本部食堂一楼 小蝶子 ATP 0 合格

2020/7/16 本部食堂清真 面碗 ATP 186 合格

2020/7/16 本部食堂清真 盘子 ATP 160 合格

2020/7/16 本部食堂清真 勺子 ATP 0 合格

2020/7/16 星空咖吧 咖啡杯 ATP 20 合格

2020/7/16 星空咖吧 水果叉 ATP 83 合格

2020/7/16 抹云咖吧 咖啡杯 ATP 0 合格

2020/7/16 北区食堂一楼西 筷子 ATP 0 合格

2020/7/16 北区食堂一楼西 餐盘 ATP 0 合格

2020/7/16 北区食堂一楼西 熟盆 ATP 0 合格

2020/7/16 北区水吧 杯子 ATP 12 合格

2020/8/25 北区一楼东 筷子 ATP 231 合格

2020/8/25 北区一楼东 勺子 ATP 0 合格

2020/8/25 北区一楼东 餐盘 ATP 36 合格

2020/8/25 北区二楼 熟盆 ATP 189 合格

2020/8/25 北区二楼 勺子 ATP 0 合格

2020/8/25 北区二楼 筷子 ATP 0 合格



9

2020/8/25 北区一楼西 餐盘 ATP 0 合格

2020/8/25 北区一楼西 筷子 ATP 0 合格

2020/8/25 北区一楼西 勺子 ATP 26 合格

2020/8/26 本部食堂二楼 餐盘 ATP 0 合格

2020/8/26 本部食堂二楼 自选菜碟 ATP 221 合格

2020/8/26 本部食堂二楼 熟盆 ATP 136 合格

2020/8/26 本部食堂二楼 筷子 ATP 0 合格

2020/8/26 江湾一楼 餐盘 ATP 0 合格

2020/8/26 江湾一楼 筷子 ATP 0 合格

2020/8/26 江湾一楼 勺子 ATP 0 合格

2020/8/26 江湾二楼 餐盘 ATP 0 合格

2020/8/26 江湾二楼 熟盆 ATP 186 合格

2020/8/26 江湾二楼 筷子 ATP 0 合格

2020/8/26 南苑二楼 筷子 ATP 0 合格

2020/8/26 南苑二楼 碟子 ATP 0 合格

2020/8/27
枫林二号书院一

楼
筷子 ATP 0 合格

2020/8/27
枫林二号书院一

楼
勺子 ATP 3 合格

2020/8/27
枫林二号书院一

楼
快餐盘 ATP 195 合格

2020/8/27 枫林清真餐厅 筷子 ATP 0 合格

2020/8/27 枫林清真餐厅 勺子 ATP 0 合格

2020/8/27 枫林清真餐厅 面碗 ATP 0 合格

2020/8/27 护理学院食堂 餐盘 ATP 0 合格

2020/8/27 护理学院食堂 筷子 ATP 20 合格

2020/8/27 护理学院食堂 勺子 ATP 9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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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27 张江食堂一楼 餐盘 ATP 169 合格

2020/8/27 张江食堂一楼 筷子 ATP 0 合格

2020/8/27 张江食堂二楼 筷子 ATP 0 合格

2020/8/27 张江食堂清真 快餐盘 ATP 0 合格

2020/8/27 张江食堂清真 筷子 ATP 0 合格

2020/8/27 张江食堂清真 勺子 ATP 0 合格

2020/9/15 本部食堂一楼 鸡腿 菌落总数 8.62E+02 合格

2020/9/15 本部食堂一楼 鸡腿 大肠杆菌 ＜5 合格

2020/9/15 本部食堂一楼 红烧肉 菌落总数 3.39E+03 合格

2020/9/15 本部食堂一楼 红烧肉 大肠杆菌 ＜5 合格

2020/9/15 本部食堂一楼 小黄鱼 菌落总数 1.70E+02 合格

2020/9/15 本部食堂一楼 小黄鱼 大肠杆菌 ＜5 合格

2020/9/18 旦苑一楼 快餐盘 ATP 12 合格

2020/9/18 旦苑一楼 小炒碟 ATP 40 合格

2020/9/18 旦苑一楼 筷子 ATP 2 合格

2020/9/18 旦苑一楼 勺子 ATP 0 合格

2020/9/18 旦苑西餐厅 筷子 ATP 0 合格

2020/9/18 旦苑西餐厅 勺子 ATP 7 合格

2020/9/18 旦苑西餐厅 叉子 ATP 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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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学习】

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

发改环资〔2020〕114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局）、工业和信息

化主管部门、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委、城市管理局、绿化市容

局）、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商务厅（局、委）、文化和

旅游厅（局）、市场监管局（委、厅）、供销合作社：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发改环资〔2020〕80

号，以下简称《意见》）印发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推动落实，整

体工作平稳开局，但各地各领域工作进度还不平衡。为统筹做好疫情

防控和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确保如期完成 2020 年底塑料污染治理各

项阶段性目标任务，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做好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紧迫

感和责任感，加大工作落实力度。8 月中旬前出台省级实施方案，细

化分解任务，层层压实责任；督促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地级以上

城市等结合本地实际，重点围绕 2020 年底阶段性目标，分析评估各

领域重点难点问题，研究提出可操作、有实效的具体推进措施，确保

如期完成目标任务。

二、狠抓重点领域推进落实

（一）加强对禁止生产销售塑料制品的监督检查。各地市场监管

部门要开展塑料制品质量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生产、销售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和厚度小于 0.01 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

膜等行为；按照《意见》规定的禁限期限，对纳入淘汰类产品目录的

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棉签、含塑料微珠日化产品等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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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工作。各地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按照当地政府部署

要求，组织对辖区内涉及生产淘汰类塑料制品的企业进行产能摸排，

引导相关企业及时做好生产调整等工作。

（二）加强对零售餐饮等领域禁限塑的监督管理。各地商务等部

门要按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要求，结合当地政府工作安排，

加强对商品零售场所、外卖服务、各类展会活动等停止使用不可降解

塑料袋等的监督管理。各地商务、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当地政府部署

要求，推动集贸市场建立购物袋集中购销制度，进一步规范集贸市场

塑料购物袋的销售和使用。各地文化和旅游等部门要按照当地政府部

署要求，加强景区景点餐饮服务禁限塑的监督管理。各地要结合实际，

明确餐饮行业禁限塑的具体监管部门并加强监督管理，引导督促相关

企业做好产品替代并按照《意见》规定期限停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吸管

和一次性塑料餐具。

（三）推进农膜治理。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与供销合作社协

作，组织开展以旧换新、经营主体上交、专业化组织回收等，推进农

膜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试点，推进农膜回收示范县建设，健全废旧农

膜回收利用体系。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对市场销售的农

膜加强抽检抽查，将厚度小于 0.01 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违规用

于农田覆盖的包装类塑料薄膜等纳入农资打假行动。

（四）规范塑料废弃物收集和处置。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结

合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加大塑料废弃物分类收集和处理力度，推动将

分拣成本高、不宜资源化利用的低值塑料废弃物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进行能源化利用，减少塑料垃圾的填埋量。

（五）开展塑料垃圾专项清理。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会同相

关部门按时完成已排查出的规模较大的生活垃圾非正规堆放点整治

任务。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组织开展农田残留地膜清理整治。沿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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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态环境部门要牵头组织开展清洁海滩等行动。

三、强化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

（一）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各地生态环境、工业和信息

化、住房城乡建设、商务、文化和旅游等部门，要按照《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关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

见》《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等法

律政策要求，做好日常监管；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及时将涉塑料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行为的线索移交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由其依法

立案查处。

（二）开展联合专项行动。8 月底前，各地要对照本通知要求，

启动商场超市、集贸市场、餐饮行业等重点领域禁限塑推进情况专项

执法检查。年底前，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各相关部门开展

塑料污染治理督促检查联合专项行动，对各地实施方案制定、工作推

进和监督执法情况进行部委联合督查，联合专项行动方案另行印发；

视情将联合专项行动发现的塑料污染治理相关突出问题纳入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范畴，强化督查问责。

四、加强宣传引导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宣传引导，通过政策图解、短

视频等多种形式深入介绍各领域推进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组织相关媒

体投放公益广告、宣传片等，进一步增加公众对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

认同和支持，扩大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及时总结、宣传、交流塑料污

染治理的好经验、好做法。组织相关行业、企业发布联合倡议，进一

步凝聚社会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同时，坚持问题

导向，加大曝光力度，开展建设性舆论监督工作。

塑料污染治理专项工作机制将加强统筹指导和协同配合，形成工

作合力，持续开展督促检查，对制定实施方案不及时、重点工作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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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地方进行通报。

附件：相关塑料制品禁限管理细化标准（2020 年版）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 态 环 境 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农 业 农 村 部

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

市场监管总局

供销合作总社

2020 年 7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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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相关塑料制品禁限管理细化标准（2020 年版）

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相关规定，分地

区、分领域、分阶段对部分塑料制品实行禁限管理。为便于实际操

作，对 2020年底涉及禁限的部分品类，设定细化标准如下：

一、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

用于盛装及携提物品且厚度小于 0.025 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

袋；适用范围参照 GB/T 21661《塑料购物袋》标准。

二、厚度小于 0.01 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

以聚乙烯为主要原料制成且厚度小于 0.01 毫米的不可降解农

用地面覆盖薄膜；适用范围和地膜厚度、力学性能指标参照 GB

13735《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标准。

三、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用泡沫塑料制成的一次性塑料餐具。

四、一次性塑料棉签

以塑料棒为基材制造的一次性棉签，不包括相关医疗器械。

五、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

为起到磨砂、去角质、清洁等作用，有意添加粒径小于 5毫米

的固体塑料颗粒的淋洗类化妆品（如沐浴剂、洁面乳、磨砂膏、洗

发水等）和牙膏、牙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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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医疗废物为原料制造塑料制品

禁止以纳入《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废物分类目录》等管

理的医疗废物为原料生产塑料制品。

七、不可降解塑料袋

商场、超市、药店、书店、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展会活动等用

于盛装及携提物品的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不包括基于卫生及食品

安全目的，用于盛装散装生鲜食品、熟食、面食等商品的塑料预包

装袋、连卷袋、保鲜袋等。

八、一次性塑料餐具

餐饮堂食服务中使用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刀、叉、勺，不包

括预包装食品使用的一次性塑料餐具。

九、一次性塑料吸管

餐饮服务中用于吸饮液态食品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吸管，不

包括牛奶、饮料等食品外包装上自带的塑料吸管。

十、细化标准将根据实际执行情况进行动态更新调整。在应对

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重大突发公

共事件期间，用于特定区域应急保障、物资配送、餐饮服务等的一

次性塑料制品免于禁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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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秋季学期学校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

市监食经〔2020〕9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教育厅（委、局）、卫生健康委、公安厅（局）：

为做好 2020 年秋季学校食品安全工作，防范学校食品安全风险，

加强食育教育，减少餐饮浪费，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地市场监管、教育、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要按照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的部署要求，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统筹研

究部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学校食品安全工作，制定工作方案，细化

工作要求，强化措施落实。

二、各地市场监管、教育部门要督促校外供餐单位和学校严格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增强食品安全意识和能力，按照《食品安

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要求，全面开展食品安全自查，采取有

力措施，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严防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

三、开学供餐前，校外供餐单位和学校食堂要全面排查从业人员

健康状况，全面清洁消毒加工制作场所环境和设施，全面检查清理库

存的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全面清洗消毒餐饮具和接触直接入口食

品的容器工具。发生洪涝灾害地区的校外供餐单位和学校，必须废弃

洪水浸泡过的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

四、各地教育部门要督促学校落实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

加强学校食堂等场所的食品安全管理。食堂承包或者委托经营的，学

校要督促承包方或受委托经营方严格遵守食品安全制度规定；要指派

专人或借助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随时抽查食堂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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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发现问题要及时责令承包方或受委托经营方整改并复查整改结

果。

五、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校外供餐单位、学校食堂和

学校周边食品经营者的监督检查力度和频次，做到全覆盖。属地市场

监管部门要依法惩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对存在《食品安全法》第一

百三十四条情形的，应依法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六、各地卫生健康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校外供餐单位、学校和学

校周边食品经营者的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教育，指导开展食源性疾病预

防知识教育。各地教育、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学校和校外供餐单位采

取有效措施，减少食物浪费，加大对学生的宣传教育力度，引导学生

养成厉行节约、反对食物浪费的良好习惯。

七、各地公安机关要依法立案侦查市场监管等部门移送的涉嫌犯

罪的食品安全案件，严厉打击学校及学校周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

八、各地市场监管、教育、卫生健康、公安部门要密切配合，加

强工作信息通报和信息共享，共同研究解决问题，形成监管合力。各

地市场监管、教育等部门开展学校联合抽查时，应符合《市场监管领

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第一版）》要求。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监管、教育、卫生健康、公安部

门于2020年10月 20日前将有关工作情况分别报送至市场监管总局、

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2020 年 9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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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资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逐步取消活禽市场交易

央视网消息：7 月 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农贸市场

防疫与监管相关工作。发布会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场稽查专

员陈谞表示，将严厉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禁止食用野生动物，限

制活禽交易和宰杀、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推广活禽集中宰杀，逐步取消

活禽市场交易。

陈谞表示，农贸市场包括批发市场是城市食品供应的重要渠道，

据了解，70%以上的畜禽肉、水产品、蔬菜水果均通过农贸市场、批

发市场进入我们市场流通。

下一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督促各地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

根弦，认真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切实加强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的食品

安全监管，以北京新发地市场为警戒，着力排查农贸市场食品安全的

风险隐患，部署加强农贸市场、批发市场等重点场所的食品安全风险

的管理。

一是根据疫情防控新形势、新要求，指导食品经营者严格落实进

货查验，索证索票责任，保证销售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最大限

度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和疫情传播风险。

二是加强监督检查和产品抽检，对无法提供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的

畜禽肉类，无法提供产地证明、购货凭证的水产品一律禁售禁用，加

大对位于地下、半地下场所的农贸市场食品安全的抽检力度，及时发

现及时处置不合格产品。

三是严厉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禁止食用野生动物，限制活禽

交易和宰杀、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推广活禽集中宰杀，逐步取消活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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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交易。

四是加强菜篮子产品的价格监测，保证粮油肉蛋等生活必需品价

格水平的稳定，加强对社区菜店、农副产品市场、大型连锁超市等督

导检查，严肃查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价格违法行为，严厉打击假

冒伪劣、掺杂使假等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保证市场食品供应充足，价

格稳定，质量安全。

审核：王珏 编辑：吴樱樱

抄送：校内学生食堂、招待餐厅、咖啡厅的经营单位，食堂物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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