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示范区”创建专题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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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是民生工程，更是
民心工程。党的十九大提出“实
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
心”。近年来，北京更是积极推
动16个区同步开展“食品安全
示范区”创建，创建工作自开展
以来，门头沟区稳步推进，任务
目标已计日程功。

探索安全透明共治共
享新路径

自2016年10月份启动“创
区”工作以来,在市食药监局和
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门
头沟开启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区
的征程，坚持以创新为动力，以
信息技术为支撑，将食品安全搬
上互联网，构建食品安全透明共
治新体系，初步实现了对区域内
食品生产经营环节全过程可监
控、全环节可覆盖、全链条可追
溯、全信息可共享的食品安全监
管新格局，探索出了一条政府有
效监管、企业诚信自律和各社会
主体积极参与的安全透明共治
共享新路径。

织就“点面结合”食品
安全网成效显著

使命催征步履急。一年多
来，门头沟区加速推进食品安
全示范区创建，收获“墙内开
花、墙外芬芳”的喜人成果。
2017年门头沟全区13个镇街食

药监管所全部通过达标所验
收，其中10个食药所被评为示
范所，占全部基层所的77%；监
控中心装修、改造面积由原来
的483㎡增加到1450㎡，配备各
类食品检测仪器41台，目前已
经具备了37项食品相关参数的
检测能力,门头沟区还在全区农
贸市场、大型商超、餐饮服务单
位共建立 26个食品安全监测
点，重点村居建立11家基层联
络站，织就“点面结合”的食品
安全网。

与此同时，门头沟区还采取
“强化顶层设计，落实属地责
任。坚持‘四有两责’，优化监管
体系。强化责任意识，提升行业
品质。延伸监管触角，保持高压
态势。凝聚最大合力，形成社会
共治”的工作模式与思路。目标
明确，路线清晰。

健全市场准入机制，责
任明确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
门头沟区食药局通过加强源头
治理，严格市场准入机制，同时
落实生产经营企业的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接受采访时，门头沟
食药安办副主任、食药监局副局
长陈立栋表示：“对风险较高的
产品实施目录制管理，辖区农贸
市场我们实行‘厂场挂钩’机制，
同时与河北省涿鹿县签订食品
安全联动协议，严防各类输入型

风险的渗透。”
持续加强无照无证餐饮单

位治理工作，实行分类治理，按
照清理关闭一批、转型转向一
批、改造提升一批的治理规划，
2016、2017两年度，全区共计治
理无照无证餐饮单位 645家。
在2018年第一季度市政府组织
的无照无证餐饮治理第三方暗
访工作中，门头沟区获得“零增
量，零反弹”的好成绩，得到市局
的表扬，提前实现了“动态清零”
的治理目标。

“阳光餐饮”100%覆盖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治理
“餐桌污染”和提高餐饮业质量
安全水平的要求,门头沟区倾力
实施“阳光餐饮”工程，推进餐
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信息公开
和食品加工操作过程可视化。
预计，2018年10月底前，实现
“阳光餐饮”全覆盖。期间，分
别从软硬件方面入手，重点提
升餐饮单位服务环境和服务品
质，特别是要加快餐饮服务单
位设施设备升级改造，加强餐
饮业从业人员的培训，贯彻落
实好餐饮单位是食品安全第一
责任人的监管初衷。持续强化
餐饮单位对“阳光餐饮”的“信
息阳光”“过程阳光”“阳光评
价”“阳光管理”“阳光监管”等
内容的执行力度，持续推进接
入市局“阳光餐饮”APP平台工

作，严格落实“阳光餐饮”建设
要求，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加
大对餐饮服务的监管力度，确
保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安心。

目前已经符合“阳光餐饮”
建设标准的餐饮单位675家，占
全区餐饮服务单位的78%,成功
打造“阳光餐饮”示范街1条，
2018年将继续打造3条示范街；
积极创建“放心肉菜示范超
市”，通过建立肉菜类追溯系
统、搭建自检平台、制度规范上
墙、公开检测结果等措施，两家
商超顺利成为全市首批“放心
肉菜示范超市”挂牌单位，高标
准打造引领行业提质增效的
“风向标”。

经营环境大幅提升 全
区联动凝聚合力

目前，门头沟区还在不断优
化食品安全行业生产经营环境，
促进全区食品行业健康快速发
展。对此，门头沟食药监局坚持
违法违规“零容忍”，坚决破除行
业“潜规则”，集中开展畜禽水产
品、网络订餐、“五毛食品”、保健
食品虚假宣传等专项整治行动
三十余项，2016年至今，累计出
动检查人员5.2万余人次，检查
企业2.1万余户次，筑牢食品安
全防线。坚持问题导向，科学谋
划抽检抽验，2017年区级食品抽
检 2071件，合格率 99.37%。坚
持万无一失的首善要求和滴水

不漏的首善标准，圆满完成“一
带一路”高峰论坛、十九大、全国
两会等大型活动保障11次，与
公安部门联合开展“清窝”“扫
雷”“利剑”等行动，与检察院建
立行刑衔接机制，共做出行政处
罚163件，罚没款合计543万余
元，移送涉刑人员11名，有力净
化辖区生产经营环境。

重视“创区”宣传 提高
群众知晓率满意度

凝聚最大合力，形成社会
共治。群众路线是食品安全的
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创
区”期间利用“12331”主题宣
传、科技活动周、食品安全周、
“创区”启动仪式等契机，联合
食药协会、区志愿者协会及“创
区”成员单位，深入村居、校园、
机关、工地、景区等场所开展丰
富多彩的宣传活动85次，发挥
知识角、宣传栏、LED显示屏、
广播电视、纸质媒体等优势，全
方位宣传食品安全知识，累计
发布信息525条，报道刊发425
篇次，深度整合“两微一端”为
代表的新兴媒体，及时发布工
作动态和科普知识，“创区”期
间共张贴海报3.26万张，悬挂
横幅526条，发放宣传手册、致
全区百姓一封信和宣传品9.7
万份，形成食品安全无处不在、
无人不晓的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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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北京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关键一年。自2016年6月起，北京市以整市作为试点开展创建工作，全市16个区同步开展“食
品安全示范区”创建，计划用3年多时间，实现北京市整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的目标。北京市食药安委办公室、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科学规划、全面部署，坚持“首善标准，全程联动，共治共享”，通过推行“阳光餐饮”工程建设、食用农产品产销衔接机制建设、“以网管网”建设、
京津冀食品安全联动协作机制建设等，强化部门协同、区域协同、社会协同，举全市之力高标准打造食品安全的首善之区。两年来，北京市食
品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目前东城、西城、海淀、顺义4个区已顺利完成食品安全示范区验收评估。

为了共享各区政府、食药安委、食药监管部门在创建过程中的工作经验、取得的成绩，本报编辑部特别策划了走进16区，将陆续对各区在
启动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区”以来所做的工作进行深入采访报道选题，旨在从不同的角度充分展示各区工作特点，促进创建工作，实现北京市
今年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的目标。

第五篇：走进门头沟区——

织食品安全防线 建共治共享环境
——门头沟区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区”工作纪实
谭妮 张付凯 记者张乔生

图为门头沟区举行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区启动仪式

门头沟区食药安委会
办公室主任、食药监局局
长张桂敏

门头沟区食药安委
会办公室副主任、食药监
局副局长陈立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