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因地
制宜提升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监管水平，以打造食品加工园
区来破解小作坊监管难题。截
至 目 前 ，小 作 坊 登 记 建 档 率
100%,总体入园率达到 70%。

鄂尔多斯市现有食品生产
企 业 218 家 ，食 品 加 工 小 作 坊
1406 家。为解决小作坊多、散
且监管难的问题，该市全面推
行“政府规划、统一建设、集中
监管”模式，将分散的食品小作
坊集中到食品加工园区，集中
监管、集中检测，食品生产加工
初步实现由多、散、乱、小、差到
规模化、规范化的转变。

让小作坊规范起来，就必
须 给 他 们 的 生 产 划 出“ 硬 杠
杠”。鄂尔多斯市本着“打击取

缔一批、规范发展一批、转型升
级一批”的总体思路,推动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向着“小而精、
特而美”的方向发展。要求小
作坊入园后，一律实行“明厨亮
灶”和“八统一”，即统一规范管
理、统一信息公开、统一生产流
程、统一档案记录、统一食品标
识、统一园区品牌、统一集中检
测、统一运输配送。

此外，为促进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提档升级,还对小作坊
实施风险等级评定,推行风险管
控,统一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信
息公示,引入“舌尖 720 智慧管
理信息平台”,建立小作坊食品
二维码追溯体系,帮助具备条件
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转型升
级为食品生产企业。

鄂尔多斯：70%的小作坊进园区

链接笔者从 12 月 17 日至 18 日在鄂
尔多斯市召开的全区市场监管领域风
险管控暨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管工
作现场会上获悉，我区全面实行食品
小作坊登记制度，对符合登记条件的
核发登记证，不符合登记条件经整改
仍未达到要求的予以取缔。截至目
前，全区 16975 户小作坊已取得登记
证，登记率达 100%。

小作坊是食品生产领域的重要组
成部分，数量庞大，分布面广，相关从
业人员众多，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一头
连着大众创业就业，与百姓日常生活
密切相关。我区现有小作坊 16975
家，90%左右集中在县级以上城镇，
10%左右处于边远乡镇和农村牧区。
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加工
小作坊监管工作，近年来，围绕食品加
工小作坊监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
得了良好的成效。

政策有力度。自治区政府制定出
台《“食品药品安全内蒙古”三年建设
方案》，小作坊作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创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每个旗县

市区至少建设一个小作坊园区和一个
集贸市场，并将该要求列入食品安全
年度考核指标加以强化，从政府层面
强力推进。一些地方政府对园区建设
给予土地、税收、配套设施等方面的政
策扶持；有的还拨付专项资金用于园
区基础设施及配套设备的升级改造。
比如，通辽市科尔沁区一次性投入 8.3
亿元，建成食品检验检测中心、生产流
程监管中心、物流配送中心等 6 大中
心，有力地推进了智慧监管，提升了整
个园区的管理水平。

推进有方法。各地小作坊园区
建 设 不 断 创 新 工 作 载 体 ，形 成 一 批
市场有需求、质量有保证、监管跟得
上，既适合小作坊生产，又能体现地
方 特 色 的 食 品 加 工 生 产 小 作 坊 园
区 。 扶 优 限 劣 ，促 使 小 作 坊 联 小 做
大、整合做强、规范发展，也使条件
差、质量劣、素质低、群众反映强烈
的 诸 多 食 品 小 作 坊 自 行 退 出 市 场 ，
提升了食品质量安全水平。通过持
续 推 进 ，食 品 加 工 小 作 坊 入 园 区 工
作 取 得 积 极 成 效 ，目 前 我 区 有 食 品

生产加工园区 95 个，其中建成并投
入使用的有 72 个，在建 10 个，计划
筹建 13 个，全区已有 14%的小作坊
约 2380 户进入园区。

运营有特色。园区的管理运营主
要有民营、国营、自营三种方式，各地
政府给予入园小作坊“三免两减半”优
惠政策，即前三年免房租，后两年减半
收取；在金融扶持方面与银行对接，入
驻企业可用抵押物申请到低利率贷
款；在水、电、暖、气价格上实施优惠，
引导小作坊经营者积极入驻园区，方
便统一管理。各园区立足实际，着力
拓展营销渠道，呈现出各具地方特色
的运营模式。

监管有实效。自治区先后出台了
《内蒙古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食品生产加工
小作坊登记及监督管理办法》，公布了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禁止生产加工食
品品种目录，规定 22 种食品和食品添
加剂禁止生产销售；按照《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监督检查要点表》，重点围绕
城区、城乡结合部、食品小作坊生产集

中区等区域，确定重点项、次重点项、
一般项三级 42 项检查内容，全面推进
分组分类监管。全力推动小作坊示范
店建设，通过典型引导、示范带动，精
心打造一批行业标杆店，逐步统一行
业规范标准，达到“提升一批、规范一
批、取缔一批”的监管效果。比如，鄂
尔多斯市东胜区罕台食品生产加工
园区生产经营户成立园区食品协会，
强化协会引导与管理，推动注册“罕台”
商标，倾力打造品牌形象，走出一条以
品牌效益吸引经营户、赢得消费者信
赖的新路子。

下一步，我区市场监管部门仍将
按照“提升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
的原则，针对我区小作坊基数大、条件
差、分布广的实际状况，组织开展全区
小作坊综合治理行动，推动完善小作
坊监管工作机制，促进民族化、传统
化、特色化的小作坊发展。同时，要着
力打造园区品牌，以品牌效益吸引经
营户、留住经营户，以园区品牌建设推
动小作坊管理提档升级。

（云夏阳）

各盟市风险点责任链都建立起来
了，但真正落实的如何呢？自治区市场
监管局启用督查推动的办法，推出了

“滚动式”督导检查工作机制。
该局组织市场监管系统内在职业

务骨干、退休专业人员及相关专家，组
成 12 个检查组对应 12 个盟市，重点督
导检查“一点两责”落实情况（即风险
点、企业主体安全责任和市场监管系统
监管责任），通过层层传导压力、压茬推
进问题整改，取得了良好效果。

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三轮“滚动
式”督导检查，共检查企业 1410 家，发
现问题 4767 项，立案 120 件，目前该整

改的大部分已整改到位，该立案处罚的
都依法进行了处理。通过开展“滚动
式”督导检查，各级市场监管干部深入
基层执法，在一线历练摔打，不仅提高
了业务能力，也锤炼出了能打硬仗、勇
于担当的良好作风。

风险点责任链和“滚动式”检查，形
成一个明确任务、落实责任、检查评价、
整改提高的工作闭环，随着工作的持续
扎实推进，将不断夯实风险管控的基础。

风险管控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风
险点、责任链、“滚动式”检查只是其中
最核心的部分。要想切实管控风险，还
必须配套推进其他工作，为此，自治区

市场监管局又推出了打造 1000 人职业
化检查员队伍、创建“每周一课”常态化
培训机制、筹建智慧监管平台、推进社
会共治、建立经费支持机制、制定出台

《尽职免责实施办法》以及开展重点企
业培训承诺公示全覆盖工作，“九条措
施守底线”取得了明显成效。

通过建立风险点责任链机制，完善
风险管控体系，从监督检查、队伍建设、
经费保障、信息化支撑、激励担当、企
业自律、社会共治各方面集成监管合
力，形成了系统完备的管控体系，为市
场安全风险管控筑起了一道坚强有力
的防火墙。 （云夏阳）

机构改革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提出了“守住安全底线 聚焦民生
关切 服务发展大局”的目标。如何守住安全底线？我区市场监管部
门的措施是实打实的，那就是建立全区风险责任链安全监管体系。而
这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准风险点，建立一个从上至下的责任链监管网。

梳理风险点 突出重点精准管控

什么是风险点？就市场监管而言，
重点监管的领域主要是食品、药品、特
种设备、重要工业产品质量，风险点就
是这“四个领域”中可能引发系统性、区
域性风险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
产品、重点环节。比如，食品生产领域，
乳、肉、油、白酒、饮料以及规模以上大
型企业、食品加工小作坊等，是食品生
产领域的风险点；餐饮领域中的校园食
堂、工地食堂、养老机构食堂、农村聚餐
的大棚车等，就是餐饮领域必须要重点
监管的风险点。再比如，电梯中的老旧
电梯，维保责任不明确的电梯，没有经
过检验就投入使用的电梯等等，这就是
电梯领域需要重点监管的风险点。

目前我区市场主体发展到 209 万
户，食品生产经营主体 43.5 万家，“两品
一械”生产经营使用单位 13.5 万家，注
册在用特种设备 26.58 万台（套），监管

主体数量急增、难度增加。而盟市、旗
县市场监管人员数量少、老龄化问题严
重，技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市场领域
存在着诸多安全风险隐患。

面对如此复杂的监管任务，自治区
市场监管局领导班子思路很清晰：抓住
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管住管好风险
点，就能管控大局，稳定全局，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安全底线。

为了解决基层监管力量薄弱与市
场安全风险隐患增加的矛盾，正确指导
基层找准风险点，2019 年初，自治区市
场监管局制定印发了《关于落实市场监
管重点领域安全风险管控责任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采取自上而
下发布安全风险提示清单的方式，指导
基层局组织开展本地区关键领域风险
点的排查及汇总、分析工作。

与《意见》同时配套下发的还有食

品、药品、特种设备和重点工业品的风
险提示清单。“如果把建立风险防控体
系看作是筑屋建楼，那么找准风险点就
像是房屋的基础。风险提示清单列出
的都是依据法律法规的监管要求，以及
在市场监管工作中总结的可能引发安
全事故、事件的产品、品种、领域、环节
或行为等风险点。之所以配套印发，就
是为了帮助指导基层市场监管部门更
加 精 准 、具 体 找 出 风 险 点 ，压 实 责 任
链。”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副巡视员彭万
臻说。

截至目前，全区 12 盟市共排查梳
理市场安全监管风险点 8415 个。数据
的背后，是我区市场监管部门精准锁定
市场安全风险、务实制定防控措施的积
极实践，也标志着内蒙古市场监管系统
全面完成了市场安全监管风险防控基
础性工作。

压实责任链 权责清晰上下联动

明确了风险点后，就要将责任匹配
上 去 ，要 逐 级 明 确 责 任 ，形 成 责 任 链
条。我区市场监管部门的做法是，以基
层乡镇所为单位，对照风险点逐一明确
监管人员和责任领导，填表上报旗县
局；旗县局结合实际，研究确定年度监
管风险点，匹配监管人员和责任领导，
上报盟市局。盟市局组织指导旗县局
开展风险点筛查，按照职责分工明确盟
市局领导和相关科室的监管责任，填表
上报区局。

按照“见人见企”的原则，自治区市
场监管局从基层所开始层层筛查，针对
梳理排查出来的每一条高风险点，专门
制定了操作性较强的清单式防控措施，
匹配明确了自治区本级相应责任处室、

责任人、分管领导、监管职责。
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管局组织所有

旗区局建立《监管重点领域风险点防控
手册》，设置企业主体责任、旗区级监管
部门责任、旗区党委政府落实安全风险
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市级监管部门监
管责任四大类 19 项内容，尤其对企业
风险点辨识、可能导致的事故类型、风
险分级、风险管控措施、责任人、责任领
导等内容进行了细化，更加明确了“管
什么、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

目前，8415 个监管风险点匹配了相
应责任人，形成完整的风险点责任链管
控体系。

“查找风险点、落实责任链是一种
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各盟市根据自身

实际进行了许多更为具体的创新。我
们从实践中更进一步感受到，不去找风
险点，找不准风险点，或找到找准，但责
任不清不实就管不住风险点，都会导致
底线失守。”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局长白
清元介绍，下一步，我区市场监管部门
将总结近一年的实践，更加清晰明确自
治区、盟市、旗县、基层所四级市场监管
部门权责，建立起层级清晰、上下联动
的风险监管工作运行机制。

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找准重要领
域关键风险点，由下至上建立管控责任
链，以责任落实的刚性要求促进风险管
控取得实效，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这是我区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市场安全
监管风险点责任链防控体系的初衷。

“滚动式”督查 压茬推进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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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100%登记监管

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副局长孙
梅君（右一）在鄂尔
多斯市食品加工园
区食品加工小作坊
调研。 田伟 摄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副 局 长 孙
梅君（中）考察调研
伊利集团。

李健 摄

市 场 监 管 执
法 人 员 检 查“ 四
白”食品。

田伟 摄

市 场 监 管 执
法 人 员 查 看 食 品
加 工 小 作 坊 进 货
记录。

田伟 摄

市 场 监 管 执
法 人 员 检 查 食 品
生 产 园 区 乳 制 品
企业生产情况。

田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