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汇总）

2018 年度部门决算  

     一、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汇总）概况 

（一）部门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起草、制

定相关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措施。 

2、拟订并组织实施市场监督管理工作规划和相关技术

机构建设规划；组织实施商标战略；指导广告业发展；参

与制定商品交易市场发展规划。 

3、承担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组织拟订并协

调推进食品安全规划；依法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工作；

推动食品安全应急体系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建设，按规定

负责食品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置；依法统一发布

重大食品安全信息；参与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开

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督促检查区级有关部门和乡镇

（街道）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职责并负责考核评价。 

4、依法承担对各类市场经营秩序监管责任，查处违反

工商行政管理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

为；开展反垄断执法监管工作；负责市场交易行为和网络

交易行为及有关服务行为监管职责，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



经营秩序；组织开展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政府企业信

用建设，实施信用分类管理；依法监督管理经纪人、经纪

机构及经纪活动；依法监督管理直销企业和直销人员及其

直销活动，查处违法直销和传销案件；组织开展流通领域

商品质量抽检、监管并发布抽检信息。 

5、依法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责任，建立消费者权益保

护体系，组织指导消费维权工作；负责涉及工商行政管理、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投诉和举报工作。 

6、依法实施合同行政监督管理。规范合同行为，管理

动产抵押物登记，组织实施合同格式条款备案，监督管理

拍卖行为。 

7、负责商标、广告监督管理工作，依法查处商标侵权

和违法广告行为，保护商标专用权；依法保护特殊标志，

官方标志；负责地理标志产品日常监督工作。 

8、负责药品、医疗器械行政监督和技术监督；监督实

施药品、医疗器械在研制、生产、流通、使用方面的质量

管理规范；监督实施国家药品、医疗器械标准，组织开展

药品不良反应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负责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及戒毒药品的监

督管理；组织实施中药品种保护制度；监督管理城乡集贸

市场的中药材交易；建立健全药品安全应急体系；配合有

关部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组织实施处方药和非处方



药分类管理制度；负责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的有关工作和

监督管理；贯彻实施执业资格和医药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

定制度。 

9、依法承担食品生产、食品流通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职责；承担保健食品、化妆品市场监管职责；组

织实施保健食品、化妆品不良事件监测工作。 

10、负责涉及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的各

类行政审批并监督管理。 

11、指导与市场监督管理局业务相关的社会团体、行

业协会工作。 

12、承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汇总）部门决算包括：局本级决算、局属事业单位决算。 

纳入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汇总）2018 年度

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 

1. 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 台州市黄岩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3.台州市黄岩区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二、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汇总）2018 年度

部门决算公开表 

详见附表。 



三、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汇总）2018 年度

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 年度收、支总计 7,281.48 万元，与 2017 年度相

比，收、支总计各增加 962.39 万元，增长 15.23%。主要原

因是调增人员工资、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年终考核奖以

及追加了办案经费、省转移支付等支出。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 7,262.62 万元；包括财政拨款收入

7,262.06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7,216.96 万元，政府

性基金预算 45.10 万元），占收入合计 99.99%；事业收入

0 万元，占收入合计 0%；经营收入 0 万元，占收入合计 0%；

其他收入 0.56 万元，占收入合计 0.01%。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占收入合计 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占收入

合计 0%。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 7,263.2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943.73

万元，占 81.83%；项目支出 1,319.53 万元，占 18.17%；

上缴上级支出 0 万元，占 0%；经营支出 0 万元，占 0%；对

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 万元，占 0%。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 7,262.06 万元，与

2017 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 961.95 万元，增

长 15.27%。主要原因是调增人员工资、养老保险、职业年

金、年终考核奖以及追加了办案经费、省转移支付等支出。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7,216.96 万元，

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99.36%。与 2017 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916.85 万元，增长 14.56%。主要原因是

调增人员工资、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年终考核奖以及追

加了办案经费、省转移支付等支出。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7,216.96 万元，

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6,370.92 万

元，占 88.28%；国防（类）支出 0 万元,占 0%；公共安全

（类）支出 0 万元,占 0%；教育（类）支出 0 万元,占 0%；

科学技术（类）支出 0 万元,占 0%；文化体育与传媒（类）

支出 0 万元,占 0%；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519.70 万

元,占 7.20%；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支出 272.03 万元,

占 3.77%；节能环保（类）支出 0 万元,占 0%；城乡社区

（类）支出 0 万元,占 0%；农林水（类）支出 0 万元,占 0%；

交通运输（类）支出 0 万元,占 0%；资源勘探信息等（类）



支出 54.31 万元,占 0.75%；商业服务业等（类）支出 0 万

元,占 0%；金融（类）支出 0 万元,占 0%；援助其他地区

（类）支出 0 万元,占 0%；国土海洋气象等（类）支出 0 万

元,占 0%；住房保障（类）支出 0 万元,占 0%；粮油物资储

备（类）支出 0 万元,占 0%；其他（类）支出 0 万元,占 0%；

债务还本（类）支出 0 万元,占 0%；债务付息（类）支出 0

万元,占 0%。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5275.68 万元，支出决算为 7,216.9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36.8%，主要原因是调增人员工资、养老保险、职业年金、

年终考核奖以及追加了办案经费、省转移支付等支出。其

中：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款）

行政运行（项）支出 5210.9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40.33%，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人员工资、养老

保险、住房公积金、年终考核奖等调整。 

（2）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款）

工商行政管理专项（项）支出 265.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 98.66%。[预算公示数 358 万元，实际指标下达 269 万元，

相差 89万元，主要原因是预算公开数据包函了浙财建 

【2017】24号-2017 年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专项资金（第二



批）45 万元，该指标下达在其他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

支出；浙财建 【2017】106 号-2017 年食品药品监管系统

县级食品快速检测车配备 44 万元，该指标下达在食品安全

事务（项）] 

（3）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款）

执法办案专项（项）支出 24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250%，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2018年度加大监管力度，

大幅提升罚没入库金额，追加办案经费。 

（4）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款）

消费者权益保护（项）支出 146.7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35.48%，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消保委人员调入

以及人员工资、养老保险、公积金等的调整。 

（5）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款）

信息化建设（项）45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预算数

等于决算数。 

（6）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款）

事业运行 26.77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36.23%，决算数大

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人员调入以及人员工资的调整。 

(7)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款）

其他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支出（项）355.5万元，完成预算的

192.23%，支出数大于预算数主要是追加了为民办实事经费 



（8）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质量技术监督与检验检

疫事务（款）事业运行（项）76.0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22.32%，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人员调入以及人

员工资的调整。 

（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未归口管理行政单位离退休（项）支出 30.77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02.7%，主要原因是离休人员增加了离休

费。 

（1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

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349.24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1.03%，主要是基数及人员进出的调

整。 

（1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139.69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01.03%，主要是基数及人员进出的调整。 

（12）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类）食品和药品监管

事务（款）食品安全事务（项）支出 44万元，主要是指标

下达了浙财建【2017】106号-2017 年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县

级食品快速检测车配备 44万元。  

（13）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类）食品和药品监管

事务（款）其他食品和药品监管管理事务支出（项）支出

228.0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3.73% ，主要是指标下



达了浙财建 【2017】24 号-2017年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专项

资金（第二批）45 万元。 

（14）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类）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

管理支出（款）其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项）

支出 54.31万元，追加台社发(2016)1号经费，用于市场监

督管理经费。 

（15）其他支出（类）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

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

入安排的支出（项）支出 45.1 万元，追加用于原工商干校

拆除及改造工程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5,942.72 万元，

其中： 

人员经费 5,294.25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奖金、医保缴费、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

住房公积金、离休人员工资、遣属生活困难补助、抚恤金

等 

公用经费 648.47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

水电费、邮电费、工会经费、福利费、招待费、差旅费、

会议费、车辆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办公设备购置费

等。 

（七）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8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45.10 万元，

主要用于以下方面：科学技术（类）支出 0 万元,占 0%；文

化体育与传媒（类）支出 0 万元,占 0%；社会保障和就业

（类）支出 0 万元,占 0%；节能环保（类）支出 0 万元,占

0%；城乡社区（类）支出 0 万元,占 0%；农林水（类）支出

0 万元,占 0%；交通运输（类）支出 0 万元,占 0%；资源勘

探信息等（类）支出 0 万元,占 0%；商业服务业等（类）支

出 0 万元,占 0%；其他（类）支出 45.10 万元,占 100.00%；

债务付息（类）支出 0万元,占 0%。 

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8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0

万元，支出决算为其他支出（类）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

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款）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

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项）支出 45.1 万元，追加用于原

工商干校拆除及改造工程支出。 

（八）2018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

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1.“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

情况说明。  

2018 年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

算为 177.50 万元，支出决算为 120.20 万元，完成预算的



67.72%,2018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

要原因是省局统一购置的检测专用车购置费下降。 

2.“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

情况说明。 

2018 年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

算中，因公出国（境）费用支出决算为 0 万元，占 0%，与

2017 年度相比，增加/减少 0 万元，增长/下降 0%，主要原

因是 2017 年和 2018 年都没安排因公出国（境）人员；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 113.81 万元，占

94.68%，与 2017 年度相比，增加 78.07 万元，增长

218.43%，主要原因是购置了省局统一采购的检测专用车一

辆；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6.39 万元，占 5.32%，与 2017

年度相比，增加 3.61 万元，增长 151.05%，主要原因是两

局合并后安排了业务交流招待经费。 

（1）因公出国（境）费年初预算数为 0 万元，支出决

算为 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主要用于机关及下属预

算单位人员的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国际旅费、培训

费、公杂费等支出。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没有

安排出国（境）人员。 

其中，全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本单位组织因

公出国(境)团组 0 个；本单位全年因公出国(境)累计 0 人

次。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年初预算数为 170.50

万元，支出决算为 113.8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6.75%。

决算数小于（或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省局统一采购

的检测专用车经费下降。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77.02 万元（含购置税等附加费

用），主要用于经批准购置的 1辆公务用车；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36.78 万元，主要用于局本

级及 11 个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2018 年度，

本级及所属单位开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

有量为 15辆、检测专用车 1辆。 

（3）公务接待费年初预算数为 7.00 万元，支出决算

为 6.3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1.32%。主要用于接待各业

务工作检查、工作交流等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

原因是控制支出数。全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国内

公务接待 65 批次，累计 393人次。 

外宾接待支出 0万元，接待 0人次，0批次。 

其他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6.39 万元，主要用于接待各业

务工作检查、工作交流等支出。接待 393 人次，65 批次。 

（九）部门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1.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管理要求，本局组织开展了 2018 年度一般公

共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涉及项目 3 个，涉及当年一般

公共预算资金 304 万元，占项目资金预算总额的 23%。 

2.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公开 2 个项目绩效

自评结果）： 

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汇总）在 2018 年度部

门决算中反映食品安全专项（食品生产流通环节）及食品

安全专职协管员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食品安全专项（食品生产流通环节）项目绩效自评综述：

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97 分，自评结论

为“优秀”。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38.5万元，执行数为

138.5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果： 

（一）加大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食品经营违法行为 

将专项整治和日常巡查相结合，除日常监管外，还积

极开展农村、校园及周边、农贸市场等薄弱环节食品市场

专项整治，开展肉制品、河虾、酒类、酱腌菜、淀粉制品、

蛋类、冷藏冷冻等重点食品整治，把经营滥用食品添加剂

和非法添加禁用化合物及其他含有毒有害物质食品作为打

击重点，对散装食品标签、进货查验制度落实情况等开展

检查，利用智慧监管平台，进行地毯式巡查。加大案件查

办力度，依法取缔无照经营，严厉打击销售不合格食品、

过期食品、“三无”食品和假冒、仿冒食品等违法行为，

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机关，今年共查办食品违法案件

99 件，罚没款 136.8 万元。同时推行“黑名单”制度，将



有不良行为记录的经营得列入“黑名单”，向社会公布，

实行社会监督，继续推行信用监管制度，对失信经营者降

底信用等级，并将“黑名单”、失信单位作为监管重点。 

    （二）提升检测能力，科学开展食品抽检工作 

一是增加定量抽检食品批次，对农产品进行每月不少于

20 批次的抽检，把风险大、隐患多、问题突出食品作为抽

检重点，市场内的熟食、地产小作坊食品年糕、豆制品、

米面、皮蛋等做到主体抽检全覆盖，做好问题食品后续处

理工作，及时开展清查,加强对不合格食品的溯源工作，防

止不合格食品再次流入市场，依法查处违法生产经营行为，

今年开展抽检共 1169批次 ，实现全区覆盖 19.4批次/万

人，超过 4批次/万人的既定目标。共发现 26 起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食品，全部进行了后续核查处置，处置率达

100%， 

二是加强农贸市场检测室建设。鼓励并指导市场建立快

速检测室，定期对市场内产品进行快速定性检测，涉及品

种有新鲜蔬菜、水果、干腌制蔬菜、干果炒货、肉禽蛋、

水产品等日常消费量相对较大的食品，检测内容主要包括

农药残留、二氧化硫、甲醛、吊白块、双氧水、亚硝酸盐、

硼砂、克伦特罗等项目。今年全区市场检测室定性抽检

82847批次，不合格 97批次，合格率为 99.88%。 

（三）开展示范创建，推进农贸市场快检室建设 

积极推动快速检测室免费开放体系及食品安全示范农贸

市场创建，全年针对农贸市场开展集体培训 4次，分行业

各类培训 8次，实地指导 26 次，新增高桥综合市场、院桥



菜市场、二桥菜市场、茅畲综合市场 4家农贸市场食品安

全快检室并对外免费开放，快检体系建成率达 100%。完成

黄岩中心菜市场、九峰菜市场、坎头张农贸市场、新堂菜

市场、柔桥综合市场、台州市农副产品批发中心、劳动南

路菜市场、长塘农贸综合市场、北洋综合市场等 9 家食品

安全示范农贸市场创建，定期对入场食品经营者经营环境、

条件、经营产品以及索证索票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建立巡

查台账并与入场销售者签订产品质量安全协议，明确食品

安全管理责任。在市场内推行信用评价体系，实施经营户

红黑榜制度，施行责任追究机制，促进市场形成诚信经营

的市场氛围。同时，要求市场内自产自销食品经营户在摊

位上明示自产自销经营标识及小作坊登记情况，统一制作

了小作坊食品信息公示牌，并公示牌中载明食品标签信息

二维码，让消费者在购买时通过二维码“扫一扫”就能明

了所采购食品的生产者、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保证

产品可追溯。 

（四）实施整规提升，推进小作坊综合整治 

通过深挖文化特色、鼓励集聚发展、规范生产过程，推

进食品小作坊改造提升，全力打造具有黄岩特色的名特优

食品加工小作坊，促进全区食品小作坊生产水平稳步提升。

一是开展小作坊整规提升工程。按照统一登记、卫生达标、

配料合规的基本要求。结合实际，引导各类小作坊加工场

所分批进行改造。对新进小作坊，提前介入，要求作坊业

主对场所布局、流程设置等严格按照浙江省地方标准要求

来建设。对条件落后，已无法满足现有生产要求的小作坊，



坚决关停。今年，共关停小作坊 9 家，搬迁 3家，整改 11

家。二是推行小作坊食品追溯系统。依托“小作坊食品安

全追溯系统”，由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输入原材料及产品

信息，并以基层所为单位建立信息员制度，完善作坊食品

监管信息，保障追溯系统正常运行，实行线上线下同步监

管，今年小作坊食品总体追溯率达 100%，开展小作坊食品

抽检 104 批次，抽检覆盖率、完成率、合格率达 100%。。

三是开展小作坊示范创建和名特优创建。先后 10余次到宁

溪、院桥、高桥、江口、头陀、北洋等地调研，确定建设

名特优食品小作坊名单，将头陀红糖、中德农场、高桥米

面等 5家生产条件较好的小作坊作为名特优小作坊的培育

名单，通过前期与当地乡镇相关负责人沟通，确定建设方

案，计划。同时，开辟指导绿色通道，与小作坊业主加强

沟通，提高创建速度。目前，台州黄岩区双楠红糖专业合

作社、高桥林金友米面作坊、鑫旺农产品有限公司、中德

农场有限公司和高桥增秀米面作坊等 5家单位获得首批

“浙江省名特优食品作坊”称号。 

（五）搭建社会共治平台，主体责任落实上新台阶 

一是加强业务培训，努力搭建食品安全监管专业化队伍。

走出去、引进来，组织基层监管人员参加各类业务培训 30

多人次，就食品生产监管奔赴天台、临海、椒江等地进行

学习和交流，“学”与“管”相结合，利用市级季度交叉

检查以及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的机会，组织人员全过程

参与，通过亲身体验与参与来提高监管能力。 



二是重视法律规章宣贯，努力提升企业主体意识。召开

食品生产企业落实主体责任“1235”工作评议会、大中型

超市食品安全管理培训会以及农贸市场主体责任会议，提

高食品经营单位主体责任。针对风险较高，问题易发的酒

类、肉类、炒货等经营户开展约谈，提升经营户落实主体

责任、强化食品安全管理的意识。同时，以日常监管、现

场核查、专项检查为契机，为食品企业讲解食品安全知识，

指导其落实各项自律制度，帮助规范厂容厂貌和生产经营

行为。建立监管工作信息群，共享监管业务知识和经验、

共商企业难题，帮助企业提升管理水平和能力。 

三是引入第三方力量，努力打造社会力量参与共治局面。

黄岩区食品行业商会是黄岩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自发组织

成立的行业协会，拥有会员 60多家，区局与食品行业商会

充分沟通，就社会共治方面达成共识，组织部分企业赴上

海参加进口博览会，并多次牵头组织和参与约谈、培训会，

受众达 200多人次，同时我局也多次组织商会和食品安全

义工力量参与日常监管与执法检查，实现了监管公开、公

平、规范。今年实现食品生产企业分级评价率 100%、主体

责任自查报告率 100%，切实保障全区食品生产安全。 

（六）畅通举报投诉渠道，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介，进行“消费提示”、“消费

警示”，引导消费者健康、安全消费。利用食品安全监督

站点深入社区、乡村，服务人民，受理群众食品消费申诉

举报。充分发挥 12315执法平台系统的申诉举报功能，快

速反应处置，全程跟踪督办，认真反馈处理结果。严厉打



击食品违法行为，及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切实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积极培育和发展村居食品安全联络员、

消费维权义工和志愿者队伍，引导和组织消费者参与市场

监督，有效落实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 

（七）搭建宣传培训平台，构建食品安全防线 

一是加强宣传教育。结合平安建设、创国卫、文明城市

创建、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等工作，下沉基层力量，深入

市场，持续推进市场主体责任意识宣教工作。组织各市场

负责人召开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座谈会 15 次，实地指导

市场 100 余次，不断强化市场主体责任意识。 

二是精心组织活动。结合 3.15、食品安全进校园、你

点我检、我执法你参与等活动，提高公众食品安全参与感，

今年分别在世纪联华超市、院桥中学、北洋中学开展了快

速检测公众参与活动，取得较好的效果。 

三是搭建信息平台。充分发挥“黄岩市场监管”微信、

市场监管公众 app、农贸市场电子显示屏等平台作用，及时

向社会发布食品“黑名单”、食品抽检、行政处罚等信息，

让不落实食品安全责任的主体受到监管和市场的双重惩戒。 

评价发现的问题及原因： 

（一）检测经费无法满足群众的检测需求。随着食品

安全越来越深入人心，群众对食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希望更多了解当地食品质量相关信息，每年我们都在不

断提高检测覆盖面、扩大检测项目，但受到检测经费限制，

食品检测只能侧重于风险隐患大的食品，检测批次有限。 



（二）一线监管力量紧缺。机构改革以来，基层所承

担任务加重，虽然乡镇街道增配食品安全协管员，但在业

务素质、专业知识等方面仍与业务标准存在一定差距，大

部分工作还是由市场监管局的一线监管人员承担，辖区大

量的食品经营主体和必要的监管检查存在明显不对称的现

象。尤其是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因农村地域广、经营户分

散等现状制约，一线监管很难做到全覆盖。受法律意识、

食品安全知识及维权意识普遍欠缺的影响，农村容易成为

假冒伪劣等食品的主要消费市场。乡镇一些食品生产经营

者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不强，进货质量查验把关不严，

部分小食杂店、小商、小贩标准化程度较低，规范管理难

度大。 

（三）农产品监管难度大。一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者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意识不强，缺乏技术规程、标准化生

产意识，降低了农产品质量。二是农产品准入监控难，有

些农产品进入市场往往声称是自产自销，实际产地无法追

溯，产品质量无法保证；三是由于土地、海水污染等客观

因素，造成许多农产品重金属等含量超标，仅靠市场监管

无法从根本上加以改善。 

下一步整改措施： 

结合评价发现的问题，我局将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开展工作，一是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人员的业务素质，

加大食品安全管理和检测方面的专业知识培训；二是加强

日常监管，落实食品生产经营主体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

三是建议区财政对农贸市场检测室免费对外开放、农贸市



场追溯体建设、小作坊集聚园区建设等给予财政支持；四

是加大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查处力度。 

食品安全专职协管员专项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

定的绩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96 分，自评结论为“优秀”。

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14万元，执行数为 114万元，完成预

算的 100%。主要产出和效果： 

（一）深化食品安全基层责任网络，建立食品安全协

管员队伍 

2018 年度食品安全专职协管员经费支出合计 144 万元，

食品安全专职协管员专项资金到位率 100%，资金到位及时。

全区已配备 47名食品安全专职协管员，完成率 100%；  

（二）充分利用食品安全专职协管员力量，全面开展

食品安全工作 

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充分利用食品安全专职协管员力

量，加强对食品安全重点区域食品安全巡查以及食品安全

隐患排查、隐患处理等力度，全面开展食品安全工作。一

是开展食品安全各项专项整治。严格落实“最严格的监管”

要求，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深入开展食品安全“守护舌尖

春雷行动”、重点隐患整治等各项专项整治。同时，在加

强日常监管、专项整治的同时，注重监管长效机制建设，

巩固整治成果，做到打建结合，既打好攻坚战，也打好持

久战。二是深化乡镇（街道）规范化建设。积极配合执法



人员，摸清辖区内经营主体底数，做到食品安全信息、隐

患及时上报，及时排查，同时根据食品安全巡查表格、无

证（照）登记簿、农村聚餐登记簿、投诉举报登记簿、会

议活动记录登记簿等内容，对辖区内的食品安全各项内容

进行巡查登记，并按照每个村（居）社区和经济户口建立

起“一村一档”，“一户一档”“线下”纸质化监管模式，

真正做到监管“痕迹化”，档案“规范化”，查找“便捷

化”的“线下三化”。 

（三）加强校园巡查力度，确保校园饮食安全 

食品安全专职协管员充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执法人员开

展校园及周边小超市、食杂店、食品摊贩的食品安全检查

工作，尤其是节日期间和开学期间等特殊时期的食品安全

检查工作，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加强校园食品安全巡

查、宣传、隐患排查、信息上报等力度，确保校园食品安

全。 

（四）创新市场监管平台建设 

围绕市场监管平台建设要求，加强对食品安全专职协管

员业务能力的培训，创新性开展市场监管平台示范创建提

升建设，实现 “食安通”软件和“四个平台”软件之间的

互通，真正实现了信息接收、交办处置、信息反馈等的全

环节闭环流转，成为市场监管平台工作人员、派驻机构人



员、全科网格员有效实现痕迹化监管和提升工作效率的

“掌中宝”。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 

食品安全专职协管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食品安全是

一项系统性的工作，涉及面较广，涉及内容较多，尤其是

增加市场监管平台新内容后，食品安全协管员需要学习的

内容更多，综合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下一步整改措施： 

结合存在的问题，将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加强食品安全专职协管员队伍建设，不断提高食品安

全协管员的业务素质，加大食品安全方面的专业知识培训；

二是加大与食品安全相关部门的联动，形成食品安全监管

合力，全面提升全区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3.以部门为主体开展的重点绩效评价结果。 

以部门为主体开展的重点绩效评价无。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638.05 万元，比年初预算

数增加 3.38 万元，增长 0.53%，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相

应增加机关运行经费。 

2.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400.76 万元，其中：政府

采购货物支出 191.1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103.4 万元、

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106.26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77.02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9.2%。其中，授予小

微企业合同金额 323.74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80.8%。 

3.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XX 本级及所属各单位共有车

辆 16 辆，其中，副部（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

领导干部用车 0 辆、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车 15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离退休

干部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1 辆,其他用车主要是检测专用车

1 辆。单价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1 台（套），单价 100 万

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  

四、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财政预

算资金，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

政拨款。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

动所取得的收入。 

3.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

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4.其他收入：指预算单位在“财政拨款”、“事业收

入”、“经营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

缴收入”等之外取得的各项收入。 

5.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当年的“财

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等不足以安排当

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

收支缺口的资金。 

6.年初结转和结余：指预算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

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7.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

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 

8.基本支出：指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正常运转，完成日

常工作任务所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支出和日常公用

经费支出。 

9.项目支出：指预算单位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

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10.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

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11.“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

费，是指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



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

支出，不含教学科研人员学术交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燃

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

接待）支出。 

12.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

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

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

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13、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款）

工商行政管理专项：反映工商行政部门从事有关专项业务

方面的支出。包括各类企业注册登记和年检，商标注册和

评审，各类公告、广告监督管理，市场规范管理，流通领

域商品质量抽查等业务工作支出及相关证、照、表格的印

制等支出。 

14、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款）

执法办案专项（项）：反映工商行政部门依照法律、法规

查处各类经济违法案件，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打击传销和



变相传销、直销管理、反对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和合同欺

诈等专项工作支出。 

15、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款）

消费者权益保护（项）：反映工商行政部门依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受理"12315"案件，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建立"12315"投诉中心，举办"12315"宣传教育活动等专项

支出。 

16、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款）

信息化建设（项）：反映工商行政部门用于信息化建设方

面的支出。 

17、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款）

其他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

其他用于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1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款）未归口管理行政单位离退休（项）是指离退休人员

按规定发放离退休费及津补贴。 

1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食品和药品监督管

理事务 (款)其他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项)：指本单位

办公楼房租、四品一械（四品：食品、药品、保健品、化

妆品；一械：医疗器械）日常监管、抽验、稽查、宣传等

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