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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食品

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执法大队：

现将《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食品生产监督

检查工作计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扎实推进食品生

产监督检查工作。

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 1 月 2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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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 年食品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计划

为全面落实 2025 年宝山区食品生产安全监管工作，确保区

域食品生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

条例、《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

理办法》《上海市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风险分级与信用分类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规范

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等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制定本工作计划。

一、工作任务

食品生产科负责全区食品生产环节企业监督检查计划的制

定，执法大队根据年度计划负责实施辖区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

查。

根据《上海市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风险分级与信用分类管

理办法》，对食品安全信用风险等级为 A 的食品生产企业，两年

至少监督检查 1 次；对食品安全信用风险等级为 B 的食品生产企

业，原则上每年至少监督检查 1 次；对食品安全信用风险等级为

C 的食品生产企业，原则上每年至少监督检查 2 次；对食品安全

信用风险等级为 D 的食品生产企业，原则上每年至少监督检查 3

次。

二、检查内容及重点

加强食品生产安全风险防控，按照“一域一档”“一企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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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点区域、重点食品以及属地食品生产企业建立风险清单、措

施清单和责任清单。并结合日常检查、专项检查等，督促企业根

据《上海市食品生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工作指南》等规

定，及时制定并完善与企业管理制度、产品特性、工艺特点相适

应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

度”机制。

开展监督检查时，应严格按照《上海市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要

点表》规定事项开展全项检查，主要检查生产者资质、生产环境

条件、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委托生产、产品检验、贮存及

交付控制、不合格品管理和食品召回、标签和说明书、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落实、从业人员管理、食品安全事故处置、前次监督检

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等方面内容，对纳入信息追溯目录的企业，

还需检查食品安全信息追溯情况。重点检查企业生产条件是否符

合要求、生产过程是否严格控制、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和出厂检验

是否按要求开展、标识标签是否符合要求等；是否存在超范围生

产、是否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作为食品或者食品原料生

产、是否存在超范围或者超限量使用添加剂等违法违规行为。

三、工作要求

1.统筹实施现场检查计划。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规范

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等要求，加大计划合并统筹和任务实施

管控，结合“双随机、一公开”和专项检查工作，完成年度监管

频次要求，减少现场检查频次。同时，本年度内需多次现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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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的，检查间隔原则上应当在一个月以上。对同一行政检查对

象同一经营场所同时存在多项尚未执行的现场检查任务，以及同

时存在尚未执行的有计划检查和触发式检查任务的，原则上应当

合并实施检查任务；触发式现场行政检查内容能覆盖检查完毕之

日起一个月内计划进行的现场检查的，可视为完成本次有计划的

现场检查工作。

2.规范涉企现场检查工作。在开展现场检查前，执法人员应

通过“互联网+监管”、移动监管等相关业务系统选择或登记检

查任务，申请“检查码”。在申请“检查码”时，应填写行政检

查计划编码或触发式行政检查任务来源，作为申请“检查码”的

理由。到达检查场所后，应先向行政检查对象主动出示“检查码”，

并当面告知行政检查的依据、内容、要求、程序以及行政检查对

象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等。开展行政检查时，应规范使

用并填写监督检查记录表、责令改正通知书等文书，并如实将检

查情况和检查结果及时录入移动监管系统，逐项描述发现的问

题，详细记录处置措施，检查后将结果记录表张贴在食品生产企

业公示板上。

3.加强隐患排查并督促整改。对监督检查结果为调查处理

的，应依法进行调查处理。需要立案调查的，应当严格按照行政

处罚程序开展调查处理。对监督检查结果为责令整改的，应依法

责令企业整改。当场整改的，应当对采取的整改措施以及整改情

况在结果记录表中进行记录。限期整改的，应当书面提出整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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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时限；被检查单位应当按期整改，并书面报告整改情况，执

法人员应当跟踪整改情况并记录整改结果。对被检查单位提出立

即整改或限期整改的，需提供整改相关记录或证明材料，并按时

上传至综合监管系统。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食品生

产者应当立即停止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对食品生产者应当立即停

止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而未执行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

查处。

4.及时开展首次获证企业检查和评级。根据《上海市食品生

产企业食品安全风险分级与信用分类管理办法》要求，首次获证

食品生产企业应在企业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之日起 3 个月内，开

展一次监督检查；采用告知承诺方式首次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

应在获得许可证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开展一次监督检查；首

次获证时间距当年 12 月 31 日不足 3 个月或 30 个工作日的，应

在当年 12 月 31 日前开展监督检查。根据监督检查结果，按照《上

海市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风险分级与信用分类管理办法》确定

首次获证食品生产企业首次食品安全信用风险等级。除对告知承

诺事项的核查，对首次获证食品生产企业获证后监督检查，可以

根据有关规定要求，纳入涉企检查月度计划或实施触发式现场行

政检查。

5.严格食品生产企业停产和复产管理。根据《上海市食品安

全条例》《上海市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风险分级与信用分类管

理办法》的规定，食品生产企业在许可证有效期内连续停产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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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拟恢复生产的，应当在恢复生产经营之前，对其生产经营条

件进行核查，同时开展监督检查。符合恢复生产条件的，根据监

督检查结果，按照办法确定食品安全信用风险等级。不符合生产

经营要求的，应当责令采取整改措施；经整改达到生产经营要求

的，方可恢复生产经营。

四、信息报送

每月 22 日前，执法大队将当月检查情况汇总表报送至食品

生产科公务邮箱。如遇特殊情况（如企业搬迁、停产、注销等）

导致原定计划无法实施的，应及时向食品生产科报备，并在移动

监管系统内标注。计划变动情况由食品生产科进行汇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