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白酒小作坊集中加工区

探索食品小作坊监管新模式
食品加工小作坊监管一直是食品安全工作的难题。自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以来，

我区以建立白酒小作坊集中加工区为突破口，运用“互联网+食品监管”技术，构建“全链

条监管、全方位提升、统一产品检测、全面集中公示”的监管模式，实行生产、销售、消费

一体化监管，力求实现集中加工区白酒规模化生产、品牌化经营，从而带动全区食品加工小

作坊改造提升和规范经营。截至目前，我区共发放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 60 家，建成

吕田莲麻白酒小作坊集中加工区一个。

以莲麻小镇建设为契机

实施“三统一”管理模式

吕田莲麻小镇是我区首个特色小镇，该小镇地理位置优越、环境宜人，以古迹、美食和

风景而闻名，当地酿造的吕田头酒也颇有名气。经区食药监局前期摸查显示，吕田镇的白酒

小作坊多达 56 家，占我区白酒小作坊的 7 成。

区食药监局针对吕田白酒小作坊的实际情况，以莲麻小镇建设为契机，通过采取试点先

行的战略，构筑白酒小作坊监管防线，建立集中加工区“三统一”的管理模式：首先是统一

工艺流程设计。该局安排技术人员对白酒小作坊工艺流程、设备布局等软硬件建设方面给予

技术指导，统一流程进度；其次是统一装修标准。打造特色化外墙，与莲麻小镇建设相结合，

外墙统一为富有岭南特色的民居外观，增强加工区试点特色；最后是统一管理标准。加工区

内统一安装视频监控，统一使用专用的 5 类台账，小作坊食品安全信息公示栏统一上墙，产

品统一集中检测。

“截至目前，吕田镇白酒小作坊已办证 17 家，其中莲麻小镇白酒小作坊集中加工区有

4 家白酒小作坊进驻并投入生产，这有效带动了全区白酒小作坊升级改造和规范管理工作的

全面铺开。”区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说。

建立督查机制

强化食品小作坊监管

在强化食品小作坊监管方面，区食药监局通过建立一户一档、一月一报告、一季一巡查、

一年一总结的督查机制，健全食品小作坊问题督办、验收、考核“三位一体”闭环式管理流

程，推动管理方式由“突击式”“整治型”向“常态化”“长效化”提升。

该局实行摸底调查与登记管理相结合的源头治理模式，组织执法力量对辖区内的食品加

工小作坊进行全面排查，按照“一户一档”要求建立信息档案，全面掌握了辖区内食品加工

小作坊的数量、产品种类、基本条件、质量安全状况等，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同时，该局

每月都专项报告进度，印发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要求属地食药监所在每

月月初将辖区食品小作坊的监管情况集中上报，及时掌握辖区食品小作坊登记和发证情况。

此外，该局还加大巡查力度，制订年度食品小作坊监督检查计划，并按照计划对辖区食品小

作坊实施现场检查与抽样检验，对检查中发现不符合规定的，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仍达不

到要求的，责令停产，情节严重的吊销其登记证；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区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建设莲麻小镇白酒小作坊集中加工区，食品小作坊监

管模式正在逐步完善。



深入基层培训

提高行业自律意识

据区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区已经建立失信惩罚机制，通过严格落实《广州市食

品安全“黑名单”管理试行办法》，对符合“黑名单”公示情形的食品小作坊，列入食品安

全“黑名单”进行公示，使守信者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针对食品加工小作坊从业人员素

质参差不齐、法律意识不强、自律意识较差等现状，区食药监局积极开展培训教育，强化小

作坊生产经营自律意识。“我们印发了培训资料，并把培训课堂搬到最基层，对基层监管人

员和小作坊从业人员开展培训，有效提高了小作坊从业人员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知晓率。

同时，我们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推动全行业自律，实现共同发展。”区食药监局相关

负责人说。

此外，该局积极动员公众广泛参与，以“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为契机，举办食品安全

知识大讲堂活动、食品安全“五进”活动等系列主题活动，全方位、多层次加强食品小作坊

知识宣传；通过微博、“从化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适时向公众发布食品小作坊法律法

规、监管动态等信息，今年派发食品小作坊各类宣传单张 2000 余份，实现食品小作坊宣传

全覆盖。

区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发挥莲麻小镇白酒小作坊的示范宣传作用，同时加大小

作坊整治力度，促使其他处于观望状态的小作坊经营者主动进行规范整改，推动小作坊升级

改造和登记发证工作的全面铺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