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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强化养老服务领域

食品安全管理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市场监管局（厅、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市场监管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提高食品安全保障

水平的决策部署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

品安全工作的意见》要求，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

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强化养老

服务领域食品安全管理，更好保障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全面履行主体责任

（一）养老服务机构要严格履行食品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养老服务机构要落实食品安全管理“院长负责制”。养老服

务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要定期组织研究部署食

品安全工作，参加食品安全检查，研究重大隐患整改措施，



下达隐患整改任务并跟踪落实。养老服务机构引入社会力量

承包或者委托经营食堂的，应当选择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

可、能承担食品安全责任、社会信誉良好的餐饮服务单位，

并督促承包方、受委托方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对造成食

物中毒事故、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且拒不整改，或连续整改不

到位的承包方或者受委托经营方，应及时终止承包或委托经

营行为。养老服务机构从供餐单位订餐的，应当严把订餐质

量关，对供餐单位提供的食品进行查验。鼓励有条件的养老

服务机构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挥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

作用。妥善储存、加工、分发社会捐赠食品，防止浪费。

（二）食品生产经营者要严格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为

养老服务机构提供餐饮服务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包括：自营

内设食堂的养老服务机构、经营养老服务机构内设食堂的承

包经营方和受委托经营方、为养老服务机构集体用餐提供订

餐服务的供餐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

开展食品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食品安

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建立并严格执行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患有卫生健康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

安全疾病的人员，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从事

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

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必要时应当进行临时健康检



查。从业人员应保持良好个人卫生，按照要求定期参加食品

安全培训考核。每周至少开展一次食品安全自查，发现食品

安全问题和隐患，立即采取整改措施；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潜在风险的，应当立即停止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并向所在地

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报告。配备与生产经营活动相适

应的加工、贮存等设施设备，定期清洗与维护。应当制定并

实施原料控制要求，建立进货查验制度，保证购进原辅料的

质量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严格执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

作规范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及时

检查待加工食品及原料；食品保存条件和保存期限符合要

求。餐具、饮具清洗消毒要执行相关规定，保证干净、卫生。

养老服务机构食堂、供餐单位应当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

食品成品进行留样。每个品种留样量应当满足检验需要，不

得少于 125 克，并记录留样食品名称、留样量、留样时间、

留样人员等。为居家老年人提供配餐助餐服务的社区老年餐

桌、老年食堂等，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依照法

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食品经营行为，保证食品安全。

二、进一步强化监督管理责任

（三）民政部门要切实履行养老服务机构主管部门管理责

任。加强对养老服务机构食品安全教育和日常管理。将养老

服务机构食堂的质量安全作为养老服务机构质量建设的重



要内容，纳入综合监管。指导、督促养老服务机构建立健全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食品安全管理责任。督促养老服务

机构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和能力，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自

纠，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督促养老服务机构在发生

疑似食源性疾病事件后，立即采取措施，及时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有关规定报告，并配合做好相关工

作。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食品安全事故。

（四）市场监管部门要压实养老服务机构和社区老年配餐

助餐服务场所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加大对供餐单位、养老服

务机构食堂的监督检查力度。接到疑似食源性疾病报告后，

应当及时会同有关部门，科学、规范进行调查和采样送检，

按规定进行报告和通报。对发生食源性疾病的食品经营者，

要重点检查食品经营者是否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是

否隐瞒、谎报、缓报，是否隐匿、伪造、毁灭、转移有关证

据。对引发食源性疾病暴发，且查明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食

品经营者，要依法严惩重处。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食品安全案件。

三、大力推进社会共治

（五）充分发挥“明厨亮灶”作用。具备条件的养老服务

机构可以采用透明、视频等方式公开展示餐饮服务相关过

程。采用透明式展示的，可以通过透明玻璃窗、玻璃墙展示；



采用视频方式展示的，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方式公开展示，也

可以将视频信息上传至网络平台。市场监管、民政部门要积

极借助“互联网+明厨亮灶”，检查供餐单位和养老服务机

构食堂的食品安全状况，主动查找、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及风

险隐患。通过“明厨亮灶”发现违法违规问题的，可以向市

场监管部门举报。市场监管部门要对投诉举报的问题进行调

查核实，属于违法行为的，及时依法处理。

（六）大力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宣教。养老服务机构要将食

品安全知识纳入岗位培训内容，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食品安

全宣传教育活动，提升食品安全事故防范能力。养老服务机

构要结合所服务的老年人特点，重点宣传普及合理膳食理念

和就餐安全知识，提醒老年人常见的食品安全误区，帮助养

成良好个人卫生习惯，提升食品安全意识和健康素养。民政、

市场监管部门要积极开发使用多种形式科普宣传载体，包括

编写和发放书面材料，制作和展示海报、展板，编制和播放

公益广告、短视频、微电影、动漫等。

（七）有序组织院民委员会及家属代表参与检查。养老服

务机构在食品采购、食堂管理、供餐单位选择等涉及老年人

用餐的重大事项上，应当以适当方式听取老年人和家属代表

的意见。畅通食品安全投诉渠道，听取老年人和家属对食堂、

外购食品以及其他有关食品安全的意见建议。具备条件的养



老服务机构可以邀请院民委员会代表参与食品安全自查。养

老服务机构对院民委员会代表发现或者反映的食品安全问

题或风险隐患，应当查明情况，制定整改措施并落实。

四、以担当负责精神抓落实

（八）提高政治站位。各级民政、市场监管部门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

感，落实管理监督责任，积极防范化解养老服务领域食品安

全风险。

（九）加大扶持力度。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通过慈善捐赠、

开展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提升养老服务机构和社区老年餐

桌食品安全水平。

（十）加强督导检查。各级市场监管、民政部门要联合采

取明查暗访、飞行检查、实地检查、查阅资料、约谈等方式，

对养老服务领域食品安全工作开展督导检查。对工作中发现

的问题，要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及时整改。

民 政 部 市场监管总局

2021 年 9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