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首都食品安全

02
2018年9月7日 星期五 责编星期五 责编：：张乔生 版式张乔生 版式：：武凯强武凯强 E-mailE-mail：：tougao_cfs365@163.com

本报讯 近日 农业农村部
公开征求意见，拟发布公告对甲
拌磷等4种高毒高风险农药采
取禁用措施。

据了解，甲拌磷、涕灭威、水
胺硫磷为高毒农药，在人畜安
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

安全等方面存在隐患。氟虫胺
代谢产物全氟辛烷磺酸高毒、不
易分解，易对环境和人畜造成危
害。根据《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规定，我
国应自2019年3月25日起停止
氟虫胺生产和使用。

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
生态环境安全，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农药管理
条例》有关规定，在风险评估的
基础上，经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
员会审议，农业农村部拟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不再受理和批准含

甲拌磷、涕灭威、水胺硫磷产品
的新增农药登记申请和新增农
药生产许可申请。

自2020年10月1日起，禁止
含甲拌磷、涕灭威、水胺硫磷产
品在境内的销售和使用。自
2023年10月1日起，撤销甲拌

磷、涕灭威、水胺硫磷原药的生
产许可证，禁止含甲拌磷、涕灭
威、水胺硫磷产品的生产。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撤销含氟
虫胺产品的农药登记证和生产许可
证。自2019年3月26日起，禁止含
氟虫胺农药产品的销售和使用。

农业农村部拟禁用4种高毒高风险农药

市场监管总局约谈网络
餐饮服务平台负责人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就网络订
餐食品安全问题召开约谈会，总局
副局长孙梅君约谈了美团、饿了么
等网络餐饮服务平台负责人。

会议指出，随着互联网信息技
术在餐饮服务行业的广泛应用，网
络餐饮业态不断创新发展，在满足
人民群众多样化消费需求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但新兴业态也给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
和问题隐患。《食品安全法》《网络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对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和入
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义务均
做出了明确规定，各市场主体要严
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不断强化安
全措施和从业规范，切实履行主体
责任。

会议对网络餐饮服务平台进
一步落实主体责任提出了明确要
求：一是餐饮服务平台在1个月内
完成其分支机构备案情况的自查
自纠，确保整改到位。二是餐饮服
务平台在1个月内完成对所有入网
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现场核查，确保
其具有实体经营门店，依法取得食
品经营许可证。三是加强配送人
员从业管理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确保配送容器清洁，配送过程食品
不受污染，严格履行记录义务，鼓
励食品封签、网上“明厨亮灶”。四
是“以网管网”，及时处理消费者投
诉。对于媒体曝光的入网商户存
在的问题，餐饮服务平台要第一时
间发声回应。将失信餐饮服务提
供者纳入“黑名单”，并及时向监管
部门通报。五是进一步完善和落
实投诉举报处理及奖励机制，鼓励
配送人员、餐饮服务从业人员举报
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

会议强调，各级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要进一步强化网络餐饮服务
平台食品安全监管措施，加大监管
力度，督促网络平台落实主体责
任，履行对入网商家的审查、监督、
管理以及配送环节食品安全保障
责任，履行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责
任，切实提升餐饮服务质量安全水
平，对违法违规行为保持严惩重处
高压态势，营造让人民吃得放心的
餐饮消费环境。

市场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
人，北京市、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
局有关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本报讯 记者张乔生 当前正值全
市学校开学之际，市教委、市食药监局
和市卫生计生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
2018年秋季开学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
专项检查的通知》，将从市级层面开展
联合检查和分组督查。

为进一步落实学校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提升学校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切
实加强本市学校（含托幼机构）及校园
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保障广大师生
用餐安全，北京市食药监局部署开展为
期约一个月（9月3日至9月28日）的校
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全面
排查、整治校园及周边的食品安全风险
隐患。

开学伊始
食药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检查

9月5日，市区两级食药监局组成
联合检查组，对西城区北京四中及校园
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开展执法检查。

在北京四中，检查人员查看学校
食堂食品安全体系建设情况，检查食
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并对食堂
原料采购、厨房环境卫生、食品加工
流程、餐具消毒保洁以及食物留样等
情况进行仔细检查。在“阳光餐饮”
工程的显示屏上，后厨场景一览无
余。西城区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通过摄像头和网络，家长们可
以随时观看学校后厨食品的加工制
作情况。这对学校的食品安全也是
一个很好的督促。”

随后，检查人员到北京海春阁餐饮
有限公司检查。执法人员查看食品库
房设置和使用情况，对该餐厅从业人员
健康状况、原材料进货查验情况、食品
加工制作过程进行检查，并重点查看冷
食类食品制售情况。在学校旁边的顺
天府超市门店里，检查人员查看了该超
市的进货票据，核对票货对应情况，询
问食品安全制度执行情况，并对预包装
食品的标签标识、冷链销售管控等情况
进行检查。

据悉，近期全市各区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均组织了对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
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及
周边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专项检查范围全覆盖

据了解，北京市有学校食堂2000
余家，另有部分学校采用集体配餐。
此次专项检查的范围就包括全市各
级各类高校、中小学、幼儿园食堂和
为中小学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企业，

以及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的食品经
营单位。具体地说：一是学校食堂；
二是供应学生餐的集体用餐配送单
位；三是校园内的咖啡馆、饭店等餐
饮服务单位以及超市等食品销售单
位；四是校园周边的小食品店、小餐
饮店等食品经营单位。

专项检查内容有重点

一是主体资质情况。全面核查清
理校园内部学生食堂、校园周边食品经
营单位及向学校供餐的集体用餐配送
单位的经营主体资质。发现无证经营、
资质过期以及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行为
的，一律严肃查处。

二是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体系建设
情况。检查各级学校是否建立健全了
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体系，明确校长的食
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制度；是否建立了原
料进货、制作加工、餐具消毒、餐厨垃圾
清运等食品安全制度；是否建立食品安
全自查制度；是否制定和完善了食品安
全事故处置工作预案。

三是食品经营行为规范情况。
检查学校食堂和校园内及周边食品
经营单位经营情况，排查食品安全风
险隐患。

对于学校（含托幼机构）食堂，重点
检查其从业人员健康状况、原材料进货
查验情况、食品库房及操作间食品贮存
情况、工用具使用和原料处理有无交叉
污染情况、餐具消毒和保洁设施运转情
况以及分餐间、备餐间设置和各项操作
要求落实情况等。

对于供应学生餐的集体用餐配送
企业，重点检查其加工场所卫生状况
和学生餐制作过程，尤其是原材料进

货渠道、分餐专间使用情况、学生餐具
清洗消毒情况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温度
控制等。

对于校园内及周边餐饮单位，重点
检查其从业人员健康状况、原材料进货
查验情况、食品加工制作过程、冷食类、
生食类、裱花蛋糕等高风险食品的制作
条件以及食品库房设置和使用情况等。

对于校园内及周边食杂店、便利
店、小超市等食品销售单位，逐一检
查，将调味面制品、熟肉制品、烘焙食
品、糕点、饮料类等少年儿童经常购
买食用的食品作为重点品种，对食品
标签等外观质量状况、经营过程中食
品安全风险控制情况等项目作为重
点进行检查。督促食品销售经营者
建立和完善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对相关内
容如实记录；逐步建立和完善食品安
全追溯体系。

对于校园周边的批发市场、零售市
场和农村市场等场所，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对于市场内销售的食品，重点查看
是否留存供应商资质、进货凭证，产品
标签标识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是否
超过保质期和按照标注的条件进行贮
存，同时加大对此类食品的检测力度，
发现问题从严进行查处。

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保
障学生食品安全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
中之重。食药监管部门将和教育主管
部门等一起，继续加强对学校校园及
周边的食品安全监管，督促各食品经
营单位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同时，食药
监管部门将加大对学生食品的抽检频
次和力度，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坚
决维护学生的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

北京市专项检查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