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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沟油”治理工

作的意见》（国办发〔2017〕30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沟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7〕

76号）精神，建立完善“地沟油”综合治理长效机制，打击制售“地

沟油”违法犯罪行为，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油安全，经市政府领

导同意，现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贯彻实施意见。 

  一、高度重视“地沟油”治理工作 

  加强“地沟油”治理，杜绝“地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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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保护的大局。各县（区）政府、市级各有关部门要站在

讲政治的高度，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坚守“四条底线”的要

求，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

管理条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原则，强

化源头治理，强化监管执法，强化政策扶持，建立“地沟油”综

合治理长效机制，合力推动餐厨废弃物、肉类加工废弃物和检

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品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市级有

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二、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监督餐饮服务单位、屠宰企业、肉类加工企业等单位按照

规定单独收集、存放本单位产生的餐厨废弃物、肉类加工废弃

物或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品，建立相关制度及台账。有条件

的单位要自建无害化处理设施，按照处理规范进行无害化处理

并如实记录；不具备条件的单位，其产生的餐厨废弃物，由符

合要求的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企业运至规定的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场所处理。对肉类加工废弃物、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

品，要委托防疫条件合格的无害化处理企业处理，签订委托处

理协议，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建立健全无害化处理台账。无

害化处理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市食品药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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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局、市农牧局、市城市管理局负责） 

  三、培育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企业 

  借鉴成都等地试点经验，推动培育与城市规模相适应的废

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企业。（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市城市管理局、市农牧局负责） 

  合理布局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体系，组织建设无害化

处理场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市环境保护

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引导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企业适度规模经营，

符合条件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市财政局、市发展改

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城市管理局、市农牧局、市地税

局负责） 

  兴办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取得动物防疫条件

合格证，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应当取得城市生活垃

圾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证。（市农牧局、市城市管理局负责） 

  四、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措施 

  认真贯彻《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

害化处理机制的实施意见》（攀办发〔2015〕63号），落实无害

化处理相关扶持政策，指导屠宰企业做好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

化处理工作，规范处置行为，防止环境污染。（由市农牧局牵

头，各县（区）、市级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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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企业探索在餐饮服务单位厨房、屠宰车间、肉类加工

车间和无害化处理车间等关键环节安装摄像装备，追溯废弃物

流向。试点在居民家庭厨房开展厨余垃圾粉碎处理，鼓励通过

净菜上市、改进食品加工工艺、文明用餐等方式，减少餐厨垃

圾的产生。(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农牧局、市城市管理局负

责) 

  鼓励开展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创新，在我市逐步建立

起餐厨垃圾处理产生登记、定点回收、集中处理制度。（市城

市管理局负责） 

  加快引进“地沟油”的科学鉴定方法。（市卫生计生委、市

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 

  五、加大监管惩治力度 

  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场所、重点企业的监管和巡查力

度，督促企业建立健全追溯体系，严格执行索证索票和进货查

验制度。（市农牧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 

  加强食用油生产、销售和使用全过程监管。查处利用网络

销售假冒品牌食用油的违法行为，依法处置制假售假网站。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工商局负责） 

  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健全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通

报机制，加大对制售“地沟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市公

安局、市农牧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城市管理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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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全省统一安排，开展为期 1 年的“地沟油”专项整治行

动。（市食安办牵头，市级有关部门参加） 

  六、推动开展社会共治 

  深入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大力普及“地沟油”危

害知识，培育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理念，大力倡导

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增强群众环保、节约、减排意识。强化企

业诚信和行业自律教育，加强从业人员培训，提高食品生产经

营单位的法律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形成保障食品安全的良好

社会环境。推进餐饮业“明厨亮灶”，强化社会对食品加工、餐

厨垃圾处理的监督。落实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畅通举报投

诉渠道，激发社会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市级有关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负责） 

  七、切实做好组织保障 

  各县（区）政府要对本地区餐厨废弃物、肉类加工废弃物

和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品的处理负总责。各级各部门要坚持

统筹规划与属地负责相结合、政府监管与市场运作相结合、集

中处理与分散处理相结合，加强对“地沟油”治理工作的组织领

导，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加大督查力度，落实各方面责任和

各项政策措施。市级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具体政策措施，各司

其职，密切协作，形成治理工作合力。要加强与省级有关部门

的沟通衔接，加强对全市“地沟油”治理工作的指导。市食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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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督查考评，积极做好对“地沟油”治理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的督促检查和考核评价。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9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