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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可以公开 

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连市监办复〔2022〕63 号                签发人：王  波 

 

对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第 41213 号提案的答复 

 

冯龙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蔬菜小门店监管的提案收悉，现答复

如下：   

小市场连着大民生，菜市场直接关系着百姓日常生活，

是当前广大市民高度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连云港市市场局

等职能部门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

维，深化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和综合治理，强化与老百姓息息

相关的商超、食用农产品市场、小食杂店、小蔬菜门店的日

常监管，认真履行监管职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坚持问题导向，抓好日常监管。 近年来，连云

港市市场局按照“全覆盖、高频次、分级化”的工作要求，科

学制定监管计划，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区域、重点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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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环节和重点品种，认真排查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点，

加强对包括小蔬菜门店在内的流通环节食品经营主体的监

管巡查频次，以管理制度执行和食品经营合法情况为检查重

点，强化对应季果蔬、高风险和消费量大的肉类、蔬菜、豆

制品、禽蛋等监督抽检和快速检测，对发现的违法经营行为

予以严厉打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连云港市城管局为规范沿街商户市容秩序，形成长效机

制，联合街道办事处开展多次集中整治，采取定点巡查和机

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早 5:30 至晚 11:00 开展不间断市容管

理，沿街商户市容环境秩序得到有效改善。根据《江苏省司

法厅关于连云港市在乡镇（街道）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工作的复函》和市委编办、市司法局、市政务办联合印发的

《关于规范做好全市乡镇（街道）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

工作的通知》，2021 年 9 月 24 日，连云港市城管局印发《关

于做好在乡镇（街道）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通知》，

明确赋予乡街集中行使城管领域行政处罚权力清单，其中包

括对店外经营、占道经营等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 

（二）重视示范引领，抓好以点带面。强化小蔬菜门店

主体责任落实，要求门店经营者加强行业自律，认真审验供

货商的经营资格，查验食品（食用农产品）合格证明和食品

标签标识。通过约谈门店负责人，强化其食品安全管理理念，

落实进货查验、索证索票等主体责任，以安全优质的菜品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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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消费者的认可。同时，摸底梳理出条件较好的门店，打造

示范门店，起到先进带动后进的鼓励模范作用。 

（三）全面发布信息，抓好宣传引导。近年来，市场监

管局通过实地走访、网格化微信群、社会公告栏发布警示信

息、进入社区开展食品安全讲座等方式宣传食品安全的相关

法律法规和食品销售经营等相关知识，提高小蔬菜门店经营

者的守法意识和消费者的安全意识。 

（四）开展专项整治，加强执法力度。连云港市场局组

织开展以食品安全“扫雷”行动、“利剑”行动为主的专项

整治行动，对包括小蔬菜市场在内的获证食品经营主体在内

的食品安全问题开展综合治理，坚持对食品安全问题露头就

打、落地就查的原则，下力气解决食品经营市场中无证照、

“两超一非”、不合格食品、过期霉变食品等违法行为。2019

年， 聚焦舆情监测反映较多的鱿鱼、牛百叶等超范围、超

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或非法添加禁用化合物问题，重点检查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小蔬菜市场，整治牛百叶、

鸭血，鱿鱼、海蜇、小龙虾等品种中“非法添加”问题。2020

年到 2021 年， 围绕《连云港市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整治行动

方案 2020-2022 年）》，连云港市场局推进农村假冒伪劣食品

问题治理，强化对不合格食品的核查处置和风险隐患排查。

2021 年，检查食品销售主体 7806 户次，组织抽检 7240 批次，

其中监督抽检不合格 141 批次，处置 141 批次；查处假冒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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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食品行政处罚案件 261 件、收缴假冒伪劣的食品数量 1876

公斤、查处假冒伪劣食品货值 10.466 万元、罚没金额 106.56

万元。 

（五）强化执法手段，提高监管靶向性。为切实提高蔬

菜小门店经营食品的质量安全，按照“经营者送检、市场快

检、监管部门抽检”的工作目标，近年来，连云港市场局进

一步加大对小食杂店、蔬菜小门店经营的食品的抽样检验和

快检工作，提高发现、查处经营违法行为的针对性和靶向性。

2021 年全市建成 8 家便民快检中心，快检检测的品种范围基

本覆盖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常见常用的食品和食用农产品。仅

2021 年，全市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37633 批次， 食用农

产品完成 6678 批次，不合格 439 批次，不合格率为 6.57%，

公示率达 100%，开展食用农产品快检（含入场检测）126541

批次。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吸纳您的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切

实加强蔬菜小门店监管 ，保障我市公众食品消费安全。 

（一）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要求小蔬菜门店经营者加强

行业自律，落实主体责任。对经营的食品，认真审验供货商

的经营资格，对经营的食品落实索证索票义务，自行或者委

托依法设立的检测机构对本店上柜销售的蔬菜农药残留情

况进行抽查检测，并于检测当日及时公布检测结果。发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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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应当立即停止销售，按质量安全

追溯管理制度予以处理，并报告农业、市场监管部门。   

（二）严厉查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等违法行为。

加大 12315 投诉举报电话的宣传，强化公众对食品安全维权

意识，对在小蔬菜门店买到的“三无”产品，鼓励消费者进行

投诉举报。对存在无证加工经营和其他违法违规经营的食品

经营者，市场监管部门坚决予以查处。同时，强化与公安部

门的联合执法力度，提高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三）市监、商务、城市执法等部门加强对小蔬菜门店

的管理力度。一方面加强对其食用农产品安全的检测抽样，

另一方面严格要求经营店主做好进货台账工作。城管局执法

队伍全力督促配合各街道综合执法局做好相关工作。连云港

市商务局按照《连云港市农贸市场建设规范》“农贸市场周

边 300 米范围内不得设置与农贸市场经营类同的农副产品经

销网点”要求，关注城区标准化农贸市场周边近距离内存在小

菜店问题，将加强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城管局及社区的

沟通联系，在标准化农贸市场周边 300 米范围内，尽可能不

设置小菜店。此外，建议中提出加强前置管理的要求，根据

《食品安全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个体工商户登记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目前未对开办蔬菜小门店设置

前置许可管理事项，下一步行政审批部门将继续优化审批流

程，规范行政审批许可，提升居民消费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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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任重而道远。与取得合法资质的大中型食品

经营销售主体相比，大部分小蔬菜门店经营状况（卫生、人

员素质等）相对薄弱，索证索票不到位，下一步连云港市相

关职能部门将进一步加强监管，加大抽检快检批次数，引导

小蔬菜门店加强自律，自觉遵守食品安全各项制度，以扎实

有效的监管，切实提升我市广大市民食品安全满意度。 

 

 

 

 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7 月 25 日 

 

 

 

 

 

 

 

 

联 系 人：常亮 

联系电话：13585285873 

抄    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