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滨区食品安全舆情应急预案 
 

为进一步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及时回应群众关心、

社会关注的食品药品安全热点问题，严厉打击食品药品安全

违法犯罪行为，依据《食品安全法》、《国家重大食品安全

事故应急预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

案件》等，特制定本预案。 

  一、处置范围 

    1.报纸、电视、电台、网络等新闻媒体报道的与我区有

关的食品药品安全信息； 

    2.处置已经曝光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中涉及可能流入我

区的产品信息。 

  二、工作原则 

  按照“全区统一领导、当地政府负责、部门指导协调、各

方联合行动”的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原则，坚持群防群控，加强

日常监测，及时分析、评估和预警。对媒体和网络报道的具

有可能性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要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

控制，并快速将调查处置结果向社会公布，及时消除不良影

响。对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要作出快速反应，及时启动应

急预案，严格控制事故发展，有效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做好

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善后处理及整改督查工作。 



  三、工作方法 

（一）主动学习，懂网用网。学网，就要学舆论引导，

内知“国情”，外知“世界”，把食品药品安全形势、现状、监管

动态及社情民意了熟于心，做到应对自如。面对网络突发事

件，要坚持解决问题与舆论引导同步进行，回应网络疑问要

及时主动，尤其要抓住 4 小时黄金时间控制主动权。要深刻

认识到，在网络平民化的今天，“封堵”、“删除”是难以解决根

本问题的，真诚做到有错误要敢于道歉，有误解要积极澄清，

纯粹情绪性的要以冷处理为主，积极、妥善面对网络舆论。 

  （二）健全机制，主动作为，不给媒体舆论炒作机会。

一要抓阵地、队伍建设，做到与新媒体及记者搭建快速沟通

的平台，形成良性互动，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战；二要顺

应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的变化，及时修订、完善全区的食品药

品和医疗器械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三要建立和运用药

品、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网络、投诉举报网络等，加强风

险监测和隐患排查，做到舆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四

要加强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建立健全信息发布机制、舆情

收集和分析机制，如遇突发群体性事件，一定要坚持“事故处

置”与“舆情引导”并重的原则，抢占第一时间，在宣传部门的

指导下及时发布准确、统一、权威的信息，为事件处置营造

良好的舆论环境；五要推行网络问政，推广“网上察民情，网

下解民忧”的模式，把网络问政、网络行政作为新时期群众路



线的重要方法和民生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建设人民满

意的部门，不留舆情死角，不给网络炒作机会。 

  （三）信息公开，正面宣传，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环境。

高度关注民意，重视民声，利用网站发布惠民信息，定期发

布食品检测等警示信息，建立警示信息发布主渠道，让普通

群众参与食品药品安全监督，增加消息来源，提高食品药品

安全监管效率，形成监管和帮扶引导的良性互动。要加强正

面宣传、引导，运用党报党刊及主流媒体，以主流之声引导

舆论，放大主流，缩小负面。 

  四、工作要求 

    一是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设立网络监测员每天定时监

测跟踪各热门网站、论坛，收集与本区密切相关的网络舆情，

及时进行整理、筛选、登记、分析，评估舆情发展趋向和可

能产生的社会效果。 

    二是强化预防疏导机制。畅通信访、举报电话、领导信

箱等渠道，及时化解信访量较大、群众反映问题较激烈、组

织化倾向明显的事件；强化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建立信息发

布制度，在门户网站及时公布重点、热点工作信息，不断提

高利用网络舆论提升自身公信力的能力。 

    三是完善舆情处置机制。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的原则，及时了解舆情出处，及时汇报，公布事实真相，把

握好舆论导向主动权。在处理完媒体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



后，要认真总结经验，举一反三，建立长效监管机制，采取

有效措施，坚决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四是正面宣传，优化网络舆论环境。加大网络宣传的策

划力度，增强针对性、时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不断强化

正面宣传力度，深入宣传工作亮点，努力形成正面宣传的舆

论强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