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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17部门关于开展2016年全国食品

安全宣传周活动的通知》（食安办〔2016〕7 号）的有关要求，按

照国家、省、市食安办的部署，2016 年 6 月 13 日上午，仁化县

食安办在县邮政门口与全国同步举行了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

式。

活动现场，仁化县食安办成

员单位围绕以“尚德守法，共治

共享食品安全”为主题，通过设

立图片展览、发放宣传单、接受

市民咨询投诉、帮助群众解疑释

惑等方式，在现场开展咨询活动。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科普

知识，引导消费者正确消费。此次活动共发放新的《食品安全法》、

《农资打假宣传折页》、《致农民朋友的一封信》、《花生、水

稻、柑橘等种植技术》、《水产养殖业用药名单》、《食品动物

禁用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水产品质量安全告知书》、《水

产品养殖技术资料汇编》、《健康教育知识宣传手册》、《传染

病防治手册》、《广东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正确选购食用植物油》、《居家储粮小常识》、新消

法、生活快递、消法宣传单、《食品安全手册》、《落实主体责

任，把好进货查验关》、《饮食之道》、《保健食品的基本知识

宣传册》等各种资料 365 份，接受市民咨询约 257 人次。

据悉、启动后各有关部门将根据各自职能做自选动作，形成

系列主题日活动。

县农业局、教育局、工商局、卫计局、经信局、粮食局、食

品药品监管局、畜牧水产局等部门参加了此次咨询活动。

（仁化县食药监局 陈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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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化县食药监局颁发

首张《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

5 月 31 日，仁化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首张《广东省食

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这是《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

登记管理办法》自 2016 年 4 月 1 日实施后该局颁发的首张《广东

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

《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的实施及《广

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的发放工作，对引导小作坊建

立和完善与其生产经营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安全保障条件，

促进小作坊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是当前形势下完善

食品安全监管网络、延伸食品安全监管触角、实现全程全域监管

的重要举措。

《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的有效期为 3年，内

容包括小作坊名称、生产地址、负责人和唯一编号，同时，登记

证上会显示食品种类，根据生产加工的食品种类风险程度对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单位实施分级管理、分类监管，有效强化监管。

下一步，该局将继续做好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办证宣贯工作，

并对已提出登记申请的小作坊进行现场审核，指导小作坊严格按

照法规要求完善硬件设施设备，规范生产经营行为，从食品生产

源头上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仁化县食药监局 叶莉珍）

仁化县组织收听收看全省食品安全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2016 年 6 月 2 日上午，省政府召开 2016 年全省食品安全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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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要求，传达贯彻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

三次全 体会议精神，部署 2016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副省长邓

海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副秘书长刘洪主持会议。省食安办

主任、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骆文智参加会议并作工作报告。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把握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推动实施食品安全战略，以“四个

最严”为统揽，完善统一权威的监管体制，健全覆盖全过程的监

管制度，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着力筑牢食品安全坚固防

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一是完善制度设计，

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中长期战略。加紧编制出台食品安全“十三五”

规划，加快明确责任单、路线图和时间表。二是加强源头治理，

切实守住食品安全第一道关。把保障食品质量安全作为农业转方

式、调结构的重要内容，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治地治水，控

肥控药，净化产地环境，加强进口食品安全检测工作。三是严格

全过程监管，确保无缝衔接，不留死角。制定严谨的监管标准，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全面推开“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取检查

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及时公布查处结果）监管模式，

完善监管部门联合执法无缝衔接机制。四是严防系统性风险，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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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加强风险监测，系统防范和节点管控齐抓，

继续针对婴幼儿配方乳粉和婴幼儿辅助食品、乳制品、肉制品、

食用植物油、食品添加剂等重点产品、进口食品、以及学校食堂、

校园周边、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加强监管。提高应急反应能力，

一旦发生问题能科学应对、及时处置，将危害降到最低程度。五

是强化示范引领，深入推进“两个创建”工作。把群众满意作为

评判创建工作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着力在理念、体制、机制、

制度和手段上下功夫、做文章，出台符合广东省实际、具有广东

特色的创建标准。六是加快信息化建设，提高科学监管水平。开

展“互联网+食品安全监管”行动计划，注重运用大数据等手段，

实施数据可共享、产品可追溯、风险可研判的精准监管模式。大

力推进网格化监管应用，建设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协同、

统一高效的信息化系统。七是强化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强化

考核评议导向作用，强化责任追究落实，确保食品安全政策措施

落地见效。

副县长黄福养、丘光强，县食安委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在我县

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仁化县食药监局 陈瑞林）

仁化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通报

仁化县农业局立足职能，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摆到突出位

置，进一步健全机构，落实责任，大力加强对农产品生产、流通

环节进行例行监测，5月份，分别对县城第一市场（2次）和县城

第二市场、中心、董塘、周田进行了 6次共 204 个蔬菜样品进行

例行监测，经仁化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站定性（快速）

检测，其中叶菜类 129 个样品、瓜类 53 个样品、豆类 22 个样品，

检出阳性样品数为 1，检测合格率为 99.51%，我县蔬菜质量安全

状况稳定。(农业局 李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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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常识

如何清除果蔬上的农药残留？

从科学客观的角度来讲，目前还没有哪种产品能高效地去除

蔬菜水果中的农药残留，因此，果蔬食用前的清洗过程很重要。

方法一：清水浸泡清洗法。先用清水冲掉表面污垢，剔除污

渍，然后用清水盖过果蔬部分 5厘米左右，用流动清水浸泡不少

于 30 分钟，必要时可以加入果蔬洗剂之类的清洗剂，促进农药的

溶出。如此清洗浸泡 2-3 次，可清除绝大部分残留的农药成分。

方法二：碱水浸泡清洗法。大多数有机磷类杀虫剂在碱性环

境下，可迅速分解，因此用碱水清洗可以有效清除蔬菜上的有机

磷类农药残留。在500毫升清水中加入食用碱5-10克配制成碱水，

将初步冲洗后的果蔬置入碱水中，浸泡 5-15 分钟后用清水冲洗果

蔬，重复洗涤 3次作用效果更好。

方法三：加热烹饪法。由于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会随着温度

升高而加快分解，所以也可以通过加热的方法除去蔬菜上的氨基

甲酸酯类农药残留。可将清洗后的蔬菜置于沸水中 2~5 分钟后捞

出，再用清水洗 1-2 遍后置于锅中烹饪成菜肴。

清洗对于清除果蔬上的农药残留不是完全彻底的。因此，对

于带皮的果蔬，如苹果、梨、猕猴桃、黄瓜、茄子、萝卜、西红

柿等，可以用锐器削去表皮再食用肉质部分。此外，某些农药在

存放过程中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地分解为对人体无害的物质，

在有条件时，将某些适合于储存保管的果品购回存放 10-15 天，

再清洗并去皮，食用起来会更加安全。

（中国食品安全网http://www.cfsn.cn/2016-06/07/content_278986.htm）

（公开属性：依申请公开）

送：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县委办，县人大，县政协，县政府办，

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委员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