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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乔生
记者从市食品药品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获悉，近日，在
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部
署的综合考评中，西城区、
顺义区达到了北京市食品
安全示范区创建标准，现已
通过新闻媒体、市食品药品
监管局官方网站面向社会
公示，公开征求两区创建食
品安全示范区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公示日期从当日起
到本月29日。

据悉，这是自2016年北
京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工作开展以来，本市
首批或将获得“食品安全示
范区”称号的两个区。评价
工作由自查自评、提出申请
和综合考评三个步骤进行，
其中在综合考评阶段，市食
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组织市有关部门、人大政协
代表、第三方机构、行业协
会、媒体、专家、消费者代表
组成综合评价工作组，根据
《北京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评价管理办法（暂
行）》《北京市食品安全示范
区创建工作绩效评估实施
细则（2017年）》等开展综合
评议。

根据综合考评结果，西
城区、顺义区达到北京市食
品安全示范区创建标准，现
将西城区、顺义区列入公示
名单，面向社会公示，公示
时间自2017年7月15日至7
月29日。市民可通过信函、
电话、邮件、传真等方式就
西城区、顺义区创建北京市
食品安全示范区相关工作
提出意见，反映问题。

通讯地址为北京市枣
林前街70号中环广场，邮
编为100053；

电话为010-83979555，
010-83979552（传真）；

电 子 邮 件 为 bjsy-
ab@bjfda.gov.cn。

西城区是首都功能核心区之一，目前，
全区共有食品生产经营主体12641家，其
中食品生产企业3家、食品流通经营主体
8470家、食品零售市场19家、餐饮服务单
位4149家。区域食品经营业态活跃，有西
单、大栅栏等众多商业街区。

西城区坚持党政主导、部门联动、群众
参与、共治共享原则，将推动、引领、促进、
检验全区食品安全工作贯穿创建过程，通
过落实每一项指标要求，实现全区对食品
安全工作的全感知、全覆盖、全参与、全保
障、全受益。西城区政府将食品安全工作

“十三五”专项规划列入区重点专项规划，
印发《北京市西城区“十三五”时期食品药
品安全发展规划》，对食品安全工作任务进
行了细化。西城区建立了执法人员、专职
监察员和社区信息员、监督员“四员一体”
队伍，安排在全区15个街道大网格、261个
社区中网格、1623个楼院小网格中，做到
了责任有人担、任务有人接、信息有人报、
问题有人管。

西城区构建了“1+15+N”的区、街道、
社区三级检测体系，建成一个2000平方米
的区食品药品监控中心，具备对常见食品
理化指标、微生物、重金属的实验室检验能
力，全面提高了防控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
应急检测能力；在全区15个街道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所设置检测室，配备快检箱、样品
处理箱、快检仪等检测设备和至少两名具
有食品专业背景的快速检测人员，提高了
基层的食品快速检测能力；在社区、药店、
商场超市、农副产品市场建立了108家食
品药品社区监测点，统一制定了工作管理
规范，全面配发检测设备和检测试剂，为群
众进行快检服务，全面提升食品安全风险
发现能力。

西城区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与
丰宁县签署了“菜篮子”工程建设战略合作
协议，与福建、贵州、安徽等茶叶主产区签
署联动协作备忘录，实施茶叶“从茶园到茶
杯”的全过程联动合作。督促市场内农畜
产品销售者落实“批零挂钩”制度，试行牛
羊肉定点屠宰供应企业目录，产地证明或
购货凭证、合格证明文件、检验检测等制度
落实到位。全区19个集中交易市场全部
实行准入准出、不合格产品处置和信息公
示、信息通报、供应商资质备案等制度。

2016年，西城区全区15个街道各建设
了一条“餐饮安全示范街”，评选出120家
示范店。2017年，又建成西单汉光百货、
二七剧场路和牛街3条“阳光餐饮”工程示
范街区；持续推进便民早餐服务体系建设，
全区新建或改造的早餐规范店名录已全部
向社会公布，规范化早餐网点统一配送率

超过60%；制定了“放心肉放心菜”超市创
建活动方案和创建标准，首批5家创建超
市已经实现“放心肉菜”全程可追溯。目
前，西城区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均可通过索
证索票、进货台账、经营记录或电子手段有
效、准确追溯到食品供应商，实现产品可追
溯、安全可控制、风险可监测和责任可追
究。

西城区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
的精准宣传模式。在辖区15个街道分别
建成1个“食品药品安全科普宣传站”和1
个“食品安全示范区创建宣传专栏”，通过
展板、海报、书籍、真假食品鉴别样品等方
式进行宣传。

西城区立足创建初衷和区域特色，将
创建工作作为全面提升食品安全工作的重
要载体和有力抓手。经过两年多的创建，
西城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落实食品安全党政
同责的目标和任务更加明确，治理食品安
全有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食品安全监管
体制机制不断健全；食品安全源头防控机
制措施进一步完善；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机
制进一步健全；食品安全突出问题得到了
有效治理；食品安全状况明显改善；食品生
产经营单位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得到加
强；居民共建共治共享食品安全意识得到
进一步提升。

西城区食品安全现状和创建工作取得的成效

网上公示西城区、顺义区
或将成为本市首批“食品安全示范区”

根据综合考评结果，西城区、顺义区达到北京市食品安全示范区创建标准，现将西城区、顺义区列入公
示名单，面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自2017年7月15日至7月29日。市民可通过信函、电话、邮件、传真等
方式就西城区、顺义区创建北京市食品安全示范区相关工作提出意见，反映问题。通讯地址为北京市枣林
前街70号中环广场，邮编为100053；电话为010-83979555，010-83979552（传真）；电子邮件为
bjsyab@bjfda.gov.cn。

2016年底统计，顺义区区规模以上食
品企业39家，完成工业总产值109亿元；食
品产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0件；拥有国家
级技术研发中心1家，市技术中心8家；共
有食用农产品生产主体913户，其中，种植
业主体90户，畜牧业主体109户，林果产业
主体714户；共有食品生产经营主体10148
户。其中，食品生产企业153户，流通领域
食品经营主体5360户，餐饮单位数量4592
户，有形食品市场43个。北京市八大农副
产品批发市场之一的石门市场位于顺义
区，场内交易品种达1万余种，产品交易辐
射全国20多个省市，日均成交量85万公
斤。

顺义区委、区政府于2016年出台《顺
义区食品药品安全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
2016-2018年的食品安全监管指导思想、
主要目标和任务、重点工程及保障措施。
顺义区建立了食品安全联合执法工作制
度、联席会议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信息共
享制度、食品安全事件调查处置协调机制
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合作机制。建

立健全了农产品安全管理体系、工作体系
和责任制体系，建立了粮食质量安全区长
责任制，明确了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出
台《顺义区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属地责任管
理办法》《顺义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考核评
议办法》，进一步明确了食品安全管理责
任。

顺义区初步建立了市级专业战略合作
实验室、区食品药品安全监控中心、区食品
药品安全检测联盟、食品药品快速检测室
和社区食品安全监测站点互为补充和依托
的市、区、镇街、社区四级监测体系，能够全
面发挥食品安全检测与风险隐患筛查等功
能。全区19个镇和24个镇街食品药品监
管所分别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站
和食品药品快速检测实验室，设施设备配
发齐全，并有专人负责检验检测。此外，顺
义区在商场、超市、有形市场设立食品安全
监测点60家，每周定期向公众开放检测。

顺义区不断加强粮经、蔬菜、水产等食
品安全全程监管。协调区种植中心、水产
中心开展联动协作治理；组织农户签订责

任书，明确相关责任与义务；建立养殖场入
场检查制度，全面加强防疫工作；严厉打击
违法添加投入品（兽药、饲料）的行为；在畜
禽屠宰环节，实行风险分级管理，切实防范
输入型动物源性食品安全风险；依据管理
水平、风险等级等因素对餐饮业、食品市场
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全面禁止设立食品加
工小作坊，提升食品产业的集约化和规模
化水平。

2016年，顺义区共查办食品药品生产
经营环节违法案件805件；查处畜禽产品
养殖、屠宰领域违法案件54件；查处侵犯
食品、保健品等注册商标专用权案件47
件；查处食品药品领域违法广告、虚假宣传
案件9件；立案侦查食品安全涉刑案件18
起，抓捕犯罪嫌疑人16人。

目前，顺义建成了“汽车一条街”、空港
街道祥云小镇餐饮区、胜利街道华联商业
街、南法信镇东海洪餐饮街等多个食品安
全示范街区，为食品安全示范区创建工作
树立标杆和样板，带动提升了全区餐饮业
质量安全水平。

顺义区食品安全现状和创建工作取得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