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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常住人口473.32万人，全市粮食总产量、水果
产量、水产品分别占全省的20%、74.7%和47.5%，全市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3万余家，是当之无愧的人口大市、
农业大市、食品生产和消费大市。因此，当2012年，运
城市在全省率先启动食品安全放心城市创建时，全市上
下赋予了它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和现实考量。

食品安全是现实发展之要，更是长远发展之基。市
委、市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
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把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作为
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来抓。

市委书记丁小强、市长储祥好多次就创建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并深入企业调研督
导。我市围绕“党委抓部署、人大抓监督、政府抓创建、
部门抓监管、企业抓管理、行业抓自律、社会共参与”7个
方面，突出共建共治共享，强力突破创建工作的体制性、
机制性、保障性障碍，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
有效的“七位一体”创建模式。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
局将这一做法在全国推广。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深耕
细作、久久为功。具体实践中，我市强化党政同责，将食
品安全创建工作纳入全市考核大盘子中，成立了以市长
为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组，相继出台了《运城市食品安

全党政同责工作意见》《运城市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
工作行动方案》《运城市党政领导干部落实食品安全责
任制规定实施细则》等文件。市政府还将创建列入政府
工作报告，并通过政府“13710”电子督办系统对食品安
全工作进行逐月督办；市人大将创建工作列入重点督导
工作，连续11年对职能部门开展创建满意度测评。

与此同时，运城市将食品安全工作经费、抽检经费
和创建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逐年增加，不断调整充
实监管力量，构建起了一个市、县（市、区）、镇（乡、街
道）、村（居委会）“四级联动”的食品安全监管网络。

如果把示范创建看作一场与食品安全风险进行擂

台比拼的话，以变应变、以快制快就是取胜的不二法
门。2022年9月，国务院食安委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分
层分级精准防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 推动食
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落地落实的意见》，市场监管总局
出台《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分别
就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和企业主体“两个
责任”作出明确要求。

运城市闻令而动、迅速跟进，包括市四大班子领导
在内的16名市级干部包保了17家A级企业，实现了市
领导与A级包保主体的层级对应全覆盖。2022年12月
31日，短短3个月内，我市就完成了全市市、县、乡、村4

级包保干部责任清单、任务清单、督查清单和承诺书的
台账，并不断调整完善，截至目前，全市包保主体共计
14692家、包保干部共4107名。同时，我市还为全市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配备了食品安全总监395名，全部配备
了食品安全员，并细化“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职
责，完善风险防控机制，确保了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落实到位。

党政同责、上下同心，为织牢食品安全防护网凝聚
起了强大合力。据统计，2019年以来，全市未发生重大
食品安全事故，全市食品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
食品抽检率稳定在5批次/千人以上。

1.在全方位攻坚中 探寻“运城路径”

党政同责高位引领 “七位一体”全力破局
——运城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11年全景回顾

11年接力奋进，终于梦圆今朝！
2023年11月28日，国务院食安办公

布“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名单，对全
国36个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进行授牌表彰，
我市成为山西省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是食品安全
领域含金量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城市品
牌，是反映一个城市整体食品安全水平的
综合性荣誉称号，是城市文明程度、民生
关怀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获得这一荣
誉，标志着我市食品安全治理工作走在全
国前列。

4000多个日夜，倒计时一刻不停：
2012年，在全省率先启动食品安全放心城
市创建；2016年，被国务院食安办列为第
三批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试点城
市；2017年11月，成为省级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2023年10月，通过创建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国家评审验收……

自2012年启动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
城市工作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把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放到高
质量发展大局中研究、谋划、推动，坚持
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最严”为根
本遵循，认真执行党中央、国务院，以及
省委、省政府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部署要
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和企业主体“两个
责任”，秉持“四动四抓”总体思路，把创
建为民、创建靠民、创建惠民贯穿于整个
过程，不断深化全市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打造出了一个食品
安全城市的“运城样板”。 监管有法，食者无虑。从田间地头到

餐桌、从食品生产企业到外卖餐饮……运
城加强源头治理，强化市场监管，严控安
全风险，构建起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无
缝隙监管体系。

中午时分，稷山县万汇美食广场食
客云集。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美食，
更是看得见的安全。消费者张强告诉记
者：“我每次来这吃饭都很放心，通过这
台机器可以看到饭店从哪进的货，用的
什么材料。”张强口中的机器，是稷山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这里设置的智慧食药
平台。借助这一平台，消费者只需要轻
轻一点，食品经营单位的进货台账、营
业资质、消毒日期等信息一览无余，完
全实现了“哪里安全选哪里”。

运城市王来成农产品有限公司是一
家生产小磨香油与芝麻酱的食品企业，
用手机扫一扫该厂产品包装上的溯源二
维码，生产批次、生产日期、生产工
艺、原料产地等信息一目了然，特别是
在“生产质检”一栏，每个生产环节后
面清楚标注着生产时间，以及值班人员
的名字，真正实现了食品来源可查证、
去向可追溯、责任可追究。

运用信息化手段，把食品安全搬上
互联网是运城提升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破题之举。2016
年，运城市在“智慧运城”建设之初，就把

“智慧食药”作为一个模块纳入其中，由政
府统一规划，每年划拨100余万元用于部
门研发使用。2019 年机构改革后，又将
其升级为“智慧市监”监管平台。截至目
前，“智慧监管”累计投入1800多万元，共
有7大功能模块，分别是企业档案、生产
溯源、经营溯源、冷链溯源、检验检测、可
视化监管、AI 可视化监管。平台采取可
集成、易实现、见效快的建设原则，分步实
施，推动实现“一网通管、一网通查、一网
通办”。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该平台通
过数据对接，已建立13.6万余条企业电
子档案，基本实现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全
覆盖；积极探索食用农产品“承诺合格
证+追溯”制度，全市共有1075家农产
品生产经营主体通过了国家平台注册登
记审核；全市生产“有身份苹果”的果
农数量达 1 万余户；全市 1679 所学校
100%实现食品展示式“明厨亮灶”，
100%实现“互联网+明厨亮灶”，19 家

“放心午餐”全部完成“互联网+明厨亮
灶”建设，97家学校食堂建立食品安全
快检室。

在大数据的加持下，运城市将全市

8413 家餐饮企业、539 家食品生产企
业、12141 家食品流通企业的监管信息
录入信用监管平台，以“双随机、一公
开”为抓手，创新实施“一环两联三促
进”工作法 （完善一套闭环管理工作机
制，强化部门之间、执法环节两个联
动，着力促进信用风险分类管理、重点
领域信用监管和失信联合惩戒等 3 项工
作开展），实施精准化监管、分级监
管。2022 年 7 月，运城市因为在深化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信用监管工
作上富有成效，受到国务院办公厅的通
报表彰。

2.在全链条监管中 创造“运城经验”

创建为民，创建靠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
念，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在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创建工作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运城市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市坚持食品安全宣传与食安示范城市创建
工作宣传相结合，建立食品安全宣传矩阵，通过多
渠道多平台广泛开展创建宣传，每年举办食品安
全宣传周、全民营养周、科普宣传日等系列主题活
动，全面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并不断推
动其延伸至更广阔领域，助力形成“人人关心食品
安全，人人参与食品安全”的良好局面：

如何有力遏制“舌尖上的浪费”？——运城坚
持以绿色消费为导向，在全市餐饮行业推行“小

份菜”、多点可退等模式，制定并落实“光盘行动”
奖励措施，抖音“食安运城”话题累计播放量达到
420.3万次。

如何突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2019年以
来，立项20项市级食品安全科研计划，建设了3
家高校食安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打造了5家高校
食安科研平台延伸基地，建成1个市级食品安全
重点实验室。运城海关建成全国唯一的国家级温
带果蔬检疫重点实验室。

如何守牢食品安全底线？——运城扎实开展
“守底线、查隐患、保安全”食品安全系列专项行
动，积极推进“行刑衔接”。2020 年以来，全市市
场监管系统共查处食品案件 3629 起，罚没款
600.48 万元，移交公安部门 1 起。全市共破获食
品领域刑事案件15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79人，
累计涉案金额28239.89万余元。市场监管、文旅、
城建等部门联动发力，以水峪口、岚山根、盬街、
平常街等特色景区为重点，系统开展食品安全示
范街建设。

如何构建共治共享格局？——运城发挥食品
行业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商会组织及第
三方机构力量，开展食安“五进”活动、“食品安全
杯”全国书画作品和漫画大赛，推行“食安封签”，
让消费者更安心、更舒心、更放心；探索建立食品
安全志愿者队伍，进一步延伸食品监管视线，实
现食品安全零距离监管。

如何推动食品行业高质量发展？——运城出

台《运城市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实
施方案》《关于深入实施运城品牌计划的行动方
案》等文件，列支300万元的专项奖励，扶持优质
品牌；把关公忠义文化、德孝文化、乡土文化、红
色文化等河东文化融入食品品牌建设之中，积极
探索“食品品牌+河东文化”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聚力打造“运城面粉”“运城苹果”“运城蔬菜”农
业区域公用品牌，“运城苹果”区域公用品牌价值
达到70.34亿元，优质果品出口美国、澳大利亚等
76个国家和地区，申报认证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产品 32 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及保护产品
43个，品牌总数位居全省榜首。

11年来，运城人民从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创建工作中得到了实惠，市民理解、支持、参与国
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的热情空前高涨，食品
安全满意度不断提升。调查显示，2022年，我市创
建支持率达96.82%，创建知晓率达95.31%、总体
满意度达91.56%，全市多年来未发生一起重大食
品安全事故，连续多年在山西省食品安全综合考
核评议中名列前茅。

征程再启，未来可期。下一步，运城将以此次
跻身“国家队”为契机，继续以“闯”的精神、“创”
的劲头、“实”的作风，全面巩固提升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成果，不断深化全市食品安全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
食品安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运城高
质量发展提供“食安”保障。 记者 王耀

3.在全社会共治中 提供“运城答案”

▲开展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商超检查▲商超检查 ▲开展“你点我检”活动

▲签署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合作备忘录

▲深入养老院开展食品安全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