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安“文化局长”董志刚

（上接
B1

版）调查走访群众，第三天夜
晚案子得以破获， 深夜

12

时才到办公
室的他，当即写下了

60

多行的诗《勇者
的歌》，诗中抒发了他对刑警工作艰辛
和付出的赞扬， 同时还将刑警的无畏
和奉献书写的淋漓尽致， 稿件发表后
极大的鼓舞了刑警和全体民警， 同时
也受到上级领导的好评。 接下来的时
间里，他又先后写下了《只想听到民警
最真实的声音》、《激发内在潜能成就
卓越人生》、《带着月光上路》、《一把手
应在整体作战中发挥作用》、《当掌声
响起来》、《难忘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为我们的
今天喝彩》、《宜将剩勇追穷寇》、《战地
黄花分外香》 等让民警为之振奋的文
章， 这些文章先后发表在局域网和各
大报刊上。

作为一个辖区有
70

多万人口的县
公安局，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对于
领导着一个有

300

多名民警的公安局
局长，工作可谓是千头万绪，要参加各
种会议，要召开各种会议，中心工作他
还坚持亲自部署和参与。 平时局里只
要是有稍大一点的案事件， 他总是第
一个冲上前， 不管案件多么复杂或者
说是多么的扑朔迷离， 他都能凭着沉
着应战的心态和超强的智慧， 完全彻
底的将其消化掉， 他的工作信念是不
获全胜，决不收兵。大家都说他是一位

雷厉风行，敢于争先的局长。

2010

年以
来， 该局就先后成功侦破各类大要案
10

多起。 先前局里有些工作排全市后
面，而在他主持的一年多时间里，各项
工作正逐项往前赶，目前有些工作已排
在全市靠前和领先位置。在今年年初的
考评工作中，该局

2010

年度综合工作取
得全市第四的好名次， 大家不禁感叹
道：我们这位文武兼备的局长就是中。

怎样才能让公安文化成为公安工
作的助推器，对此，作为队伍的“领头
羊”， 董志刚对警营文化更是有着独
到、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警营文化的
重要作用与地位， 是思想政治工作不
可替代的。警营文化倡导民警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思想、道德、文化、身
体和心理素质的全面提高与进步，促
进作风和执法形象全面优化。 有了认
识，也就有了动力，于是他结合“让淮
河文化铸就淮滨” 这一地域文化发展
理念，说了就干，干就干好，干就干强。

2010

年
7

月，在他的亲自过问下，该局
警官艺术团正式成立， 为此他亲自安
排专人采购演出服装和演出乐器，并
对团员们进行培训，通过系统培训，使
他们招之即来，来之能演。现在全局已
呈现出浓厚的文化氛围和效应。 自从
警官艺术团建立后， 该局先后获得十
多项荣誉， 公安干警的精神风貌开始
焕然一新。

班子建设应抓好“四个一”

（上接
B1

版）

四、强化“一把手”。作为基层检察长，

要不辱使命，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加强个
人修养， 努力提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

始终做到廉洁奉公，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名利观、权力观和金钱观，牢固树
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

一要以人为本， 抓好班子带好队伍。

抓好班子建设不仅是一把手的职责所在，

也是带好队伍、 搞好工作的客观需要。要
坚持民主集中制， 注意维护好班子的团
结， 把班子建设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要注意把队伍带好，善于在工作中发现和
培养人才，做到既健全机制，强化责任，严
格管理，又从优待警。

二要加强调研，勇于创新发展。改革
创新是推动检察工作全面发展的强大动
力，身为检察长，就是要扑下身子，全身心
地投入工作。不仅要带头解放思想、更新
观念、创新思维，根据不同时期检察工作
的实际，加强调研，提出具有本单位特色

的工作思路、目标和任务，以此来指导本
单位的检察工作。

三要突出重点， 履行好法律监督职
责。作为一把手，一定要抓业务。要善于从
繁杂的工作中找准重点，在众多的问题中
找准难点，对重点工作、难点问题要集中
精力研究，专心致志去抓。通过解决难点
问题，争取工作的主动；通过抓好重点工
作，突破和推进整体工作。

四要统筹兼顾，搞好检察工作。一是
搞好上下协调。由于检察机关实行双重领
导体制，受当地党委和上级检察院的双重
领导，既要处理好领导关系，还要处理好
人大、政协的监督关系。在日常工作中，要
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监督和
政协的民主监督，服从当地党委、政府的
决策和工作部署。争取党委、人大、政府、

政协的支持，是做好各项检察工作的根本
保证。在工作中，要对检察工作的重要部
署，大要案的处理，必须及时向党委、人大
请示报告。对工作情况、大要案办理情况、

工作中存在的困难，要经常向政府通报和
汇报，争取支持。二是搞好内部协调。协调
班子成员之间，内设机构、综合部门和业
务部门之间的关系，建立和谐而富有活力
的秩序。三是搞好外部协调。检察机关与
党委、政府部门、人民团体、政协组织等部
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要通过协调，

建立以政策和法律为基础，相互尊重理解
的关系，争取他们的支持，营造良好的外
部执法环境。

五要服务大局，推动检察工作。服务
大局是党对政法机关的一贯要求，是政法
机关的重要使命。一把手要牢固树立检察
机关服务大局意识，实事求是地科学谋划
检察工作，实现与时俱进，以服务大局作
为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使检察工作
充分发挥维护发展稳定、保障和服务大局
的作用，真正实现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在服务大局方面，要围绕党委工作大局开
展检察工作， 扎扎实实为当地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服务。要坚持加大打击和预防职
务犯罪力度， 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全
力维护社会政治大局稳定， 靠办案树声
威，以业绩树形象。做到办案不越权，服务
不添乱，护航不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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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治工作
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全国专业性杂志及性学术会
议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声 明

兹有雷娟毕业于信阳师范学
院继续教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专
科班， 其毕业证书（编号：

104775200306001161

），因不慎丢
失，特声明作废。

声 明

兹有王艳玲毕业于信阳师范
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英语专业专升
本班

,

其毕业证书（编号：

104775201005967651

），因不慎丢
失，特声明作废。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切实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管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当前， 在食品生产经营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
添加剂已成为影响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 为严厉打击食品非法
添加行为，进一步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
（一）严禁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任

何单位和个人禁止在食品生产中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外的任何化
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禁止在农产品种植、养
殖、加工、收购、运输中使用违禁药物或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
的物质。

（二）加强非法添加行为监督查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
大监督检查力度，实行网格化监管，明确责任，分片包干，消除监
管死角。督促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食
品生产经营单位严格依法落实查验、记录制度，并作为日常监管
检查的重点。督促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健全检验制度，加密自
检频次。完善监督抽检制度，强化不定期抽检和随机性抽检，特
别要针对生鲜乳收购、活畜贩运、屠宰等重点环节和小作坊、小
摊贩、小餐饮等薄弱部位，加大巡查和抽检力度，提高抽检频次，

扩大抽检范围。推广应用快检筛查技术，提高抽检效率。

（三）依法从重惩处非法添加行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始
终保持高压态势， 严厉打击非法添加行为。 对不按规定落实记
录、查验制度，记录不真实、不完整、不准确，或未索证索票、票证
保留不完备的， 责令限期整改。 对提供虚假票证或整改不合格
的，一律停止其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对因未严格履行进货查验
而销售、使用含非法添加物食品的，责令停产、停业；对故意非法
添加的，一律吊销相关证照，依法没收其非法所得和用于违法生
产经营的相关物品， 要求其对造成的危害进行赔偿； 对上述行
为，同时依法追究其他相关责任。对生产贩卖非法添加物的地下
工厂主和主要非法销售人员， 以及集中使用非法添加物生产食
品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 一律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在
法定幅度内从重从快惩处。 有关部门要制定依法严惩食品非法
添加行为的具体办法。

（四）完善非法添加行为案件查办机制。要强化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的衔接，相关监管部门发现非法添加线索要立即向公
安等部门通报，严禁以罚代刑、有案不移。对涉嫌犯罪的，公安
部门要及早介入，及时立案侦查，对影响重大或者跨省份的案
件由公安部挂牌督办。 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公安部门调查取
证，提供相关证据资料和检验鉴定证明，确保案件查处及时、

有力。

（五）加强非法添加行为源头治理。对国家公布的食品中可
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以及禁止在饲料和饮用水中使用的物
质，工业和信息化、农业、质检、工商和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要依
法加强监管，要求生产企业必须在产品标签上加印“严禁用于食
品和饲料加工”等警示标识，并建立销售台账，实行实名购销制
度，严禁向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销售。加强对化工厂、兽药和药品
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 监督企业依法合规生产经营。 要严密监
测，坚决打击通过互联网等方式销售食品非法添加物行为。对农
村、城乡结合部、县域结合部等重点区域，企业外租的厂房、车
间、仓库以及城镇临时建筑、出租民房等重点部位，各地要组织
经常性排查， 及时发现、 彻底清剿违法制造存储非法添加物的
“黑窝点”，坚决捣毁地下销售渠道。

二、规范食品添加剂生产使用
（一）严格监管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质检部门要严格执行

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制度，从严惩处未经许可擅自生产的企业；

加强原料采购和生产配料等重点环节的日常监管， 督促生产企
业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质量安全控制要求。 规范复配食品添加
剂生产，严禁使用非食用物质生产复配食品添加剂。工商部门要
监督食品添加剂销售者建立并严格执行进货查验、 销售台账制
度，严厉查处无照经营和违法销售假冒伪劣食品添加剂的行为。

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要严厉查处制售使用标签标识
不规范的食品添加剂行为， 督促企业将标签标识作为食品添加
剂出厂和进货查验的重要内容，不得出厂、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
的产品。

（二）加强食品添加剂使用监管。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餐饮
服务单位要严格执行食品添加剂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不得购入
标识不规范、来源不明的食品添加剂，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标准规定的范围和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各监管部门要加大监
管力度，严肃查处超范围、超限量等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卫
生部、 食品药品监管局要尽快制定餐饮服务环节食品添加剂使
用规定，明确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指导餐饮服务单位规
范食品添加剂使用，不得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食品药品监管
局要重点加强对提供火锅、自制饮料、自制调味料等服务的餐饮
单位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监管。

（三）完善食品添加剂标准。卫生部要从严审核、制定食品添
加剂新品种国家标准，

2011

年年底前要制定并公布复配食品添
加剂通用安全标准和食品添加剂标识标准。 对暂无国家标准的
食品添加剂， 有关企业或行业组织可以依据有关规定提出参照
国际组织或相关国家标准指定产品标准的申请， 卫生部会同有
关部门要加快食品添加剂标准指定。卫生部、质检总局要尽快制

定出台相关措施， 做好标准指定完成前的生产许可和监管衔接
工作。 质检总局要及时审查公布获得进口许可的无国家标准食
品添加剂的产品名单， 拟生产同一品种食品添加剂的企业可以
按相关规定提出制定标准立项建议， 在卫生部制定并公布该标
准后，按有关规定申请生产许可。

三、加强长效机制建设
（一）强化监测预警。加强食品污染物监测和食源性疾病监

测网络建设，强化非法添加物和食品添加剂监测，及时开展安全
评估，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各地
区、 各有关部门在监管中发现新的可疑非法添加物或易滥用的
添加剂，要立即通报卫生部。卫生部应及时组织研究更新非法添
加物和易滥用食品添加剂“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布。

（二）强化协调联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协调配合，

强化联合执法，规范信息发布。发现违法制售使用非法添加物和
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要及时将信息通报给相关地区和部门。相关
地区和部门接到通报后，应当立即依法采取控制措施，查处违法
行为。 卫生部要会同有关部门细化完善规范信息通报和建立协
调联动机制的具体措施。

（三）强化诚信自律。工业和信息化、商务等部门要加强食品
生产经营行业管理，推动诚信体系建设，在食品行业开展“讲诚
信、保质量、树新风”活动，引导企业树立安全发展、诚信经营的
理念。

2011

年年底前，各监管部门按系统对所有食品生产经营者
建立食品安全信用档案。 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等行业组织要切实
负起行业自律责任，积极组织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和内部监督，加
强行业监督和培训， 及时发现行业中存在的问题并报告监管部
门，未能及时发现并报告的要通报批评。

（四）强化社会监督。地方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有
奖举报制度，设立专项奖励资金，完善工作机制，指定专门部门
负责，切实落实对举报人的奖励，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鼓励
生产经营单位内部人员举报。 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食品安全信
息员、协防员管理办法，加强食品安全信息员、协防员队伍建设。

积极支持新闻媒体舆论监督，认真追查媒体披露的问题，及时回
应社会关切，公开查处的食品安全案件。同时，要打击虚假新闻，

对造成社会恐慌的假新闻制造者，要严肃追究责任。

（五）强化科普宣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通过多种形式，

大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知识、 各类违法添加和滥用食品
添加剂行为及其危害以及严厉惩处的措施，要宣传至农户、农业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食品生产企业、食品经营单位和
餐饮服务单位以及从业人员，做到家喻户晓、应知尽知。各地要
特别针对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进行集中宣教培训，开展案例

警示教育，使其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自觉规范生产经
营行为。

四、严格落实各方责任
（一）企业要切实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食品生产经营者

要依法履行食品安全责任，严格执行查证验货、购销台账、过程
控制、 产品召回等各项质量安全控制制度， 杜绝使用非法添加
物，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及时排查、整改食品安全隐患。要建立
食品安全控制关键岗位责任制， 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为防止非
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第一责任人， 负责原材料采购和生
产配料的人员为直接责任人，并分别签订责任书；对第一责任人
所在单位发生违法添加行为、 直接责任人发现单位购入或使用
非法添加物未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的， 第一责任人和直接责任
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大型食品企业要建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

确保各项食品安全措施落实到位，所属公司产品出现问题的，要
暂停本企业所有同类产品的销售并向社会公告， 经批批检验合
格后方可继续销售。

（二）强化地方政府责任。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统一负责、领导
本行政区域打击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工作， 将其作为食
品安全工作的重点， 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 分管领导要直接负
责。要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切实加大人力、物力
和经费投入，保障监管工作需要。

（三）严格落实部门责任。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和行业管理职责，及时查处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建立实
施岗位责任制，细化、明确各级各类监管岗位的监管职责，并抄
送同级监察机关； 切实加强本系统监督执法队伍建设， 提高素
质，增强监管责任意识，提升依法行政和科学监管能力。财政部
门要加大对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和食品添加剂监管工作的支
持力度。科技等部门要组织有关方面加强科技攻关，优先支持食
品添加剂标准和非法添加物快检筛查技术的研发。

（四）加大责任追究力度。监察部门要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
失职、渎职行为要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对行政区域内较长时间或
较大范围出现非法添加行为且未及时有效查处的， 或者行政区
域内大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出现违法添加行为的， 要严肃追究
当地政府及部门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对监督检查中走过场、不按
规定履职的公职人员，要从严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依法依纪
开除公职；涉嫌徇私舞弊、渎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新华社北京

4

月
21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