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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局多种形式开展科普宣传活动

本报讯 杜翠玲 为全面
推进全市创建“放心肉菜示
范超市”活动，加强肉菜等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提升各区肉菜质量，保证消
费者“菜篮子”安全，11月
15日，北京市创建放心肉菜
示范超市现场评审小组由
市食药局任晓颖处长带队
对大兴区的北京永辉超市
有限公司西红门店、北京永
辉超市有限公司枣园路分公
司两家永辉超市进行了现场
评审验收。市商务委、食品
协会专家参加了现场评审，
大兴食药监局副局长刘明华
陪同参加。

评审组采取现场检查、听
取相关汇报、查阅相关材料、
与汇报单位交流等形式按照
《北京市创建放心肉菜示范超
市审评细则》对食用农产品、
肉菜追溯等采购过程、经营管
理过程、诚信体系建设、示范
引领、检测过程公示进行了全

面评估、现场评价。
此次对超市的评审，评审

组审查与指导相结合，为企业
文化、质量管理体系、创新等
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
和建议，也对企业存在的问题
提出务实有效的意见。目前
大兴已有欧尚、永辉旧宫店等

2家超市在2017年通过评审，
评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大
兴局将以示范超市为标杆，继
续推进全区各大超市进行“放
心肉菜超市”的创建，着力培
育和打造一批具有引领示范
作用的典型超市，带动辖区其
他超市整体水平提升。

本报讯 杨旭 今年以来，密云
区食药监局采取四项举措强化便
民蔬菜店监管，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是强化事后监管，加大对
许可后的监督检查力度，本着抓
源头抓重点的原则，加大对便民
蔬菜店总部的检查、指导力度，同
时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
内部自查自纠；二是培训提升自
律意识，变“找上门”为“走上门”，
主动服务企业，以实地查、现场答
等方式代替单一培训，对经营者

存在的问题、经营过程中存在的
困难等直接解答指导；三是落实
属地责任，属地食药所加大对辖
区便民蔬菜店的检查，充分发挥
快速检测等技术手段，以问题为
导向，加大对蔬菜、禽类等高风险
食品的快检力度；四是创新监管
方式，在日常检查的基础上，以食
药所互查、双随机抽查等多种方
式开展对便民蔬菜店的监管，切
实发现食品安全风险隐患，防控
食品安全风险。

本报讯 庞晓晗 9至11月，
昌平区食药监局继续开展食品、
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
科普宣传活动，采取现场咨询、
快检展示、专题讲座、播放视频、
消费提示、发放宣传材料等多种
形式面向消费者科普宣传30余

次，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一是深入社区，现场咨

询。在社区的大型广场设立咨
询台，摆放真假保健食品，教老
人认识正确的保健食品，引导
老人合理购买。二是针对弱
者，上门服务。针对行动不便

又强烈希望解惑保健食品真伪
的耄耋老人，上门提供服务，老
人不胜感激。三是播放视频，专
题讲座。讲座以观看宣传视频
《较量》开场，随后结合剧情深入
浅出的讲解保健食品相关知
识。四是巧用微信、助力宣传。

昌平局积极探索信息宣传新思
路，巧用“昌平食事药闻”微信公
众号，以文字、图片形式定期推
送保健食品知识。五是食品培
训，发放材料。中秋、国庆两节
前，该局20个食药所陆续召开
了食品安全培训会，同时下发了

防范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
宣传相关材料800人份。六是
消费提示，自行索取。统一印制
了5000份保健食品消费提示，
放在商场、药店、社区等人流密
集场所以及受理窗口供消费者
和申请者自行索取。

本报讯 刘敏 为全面对
接城市副中心建设，强化食品
安全监管，保障群众“舌尖上
安全”，通州区食药监局宋庄
食药所依托“街乡吹哨、部门
报到机制”多举措持续开展无
照无证餐饮关停整治。

一是持续强化宣传力
度、持续保持无照无证食品
经营单位整治氛围。结合属
地政府正在开展的“散乱污”
企业治理、“蓝天保卫战”等
专项整治，宋庄镇食药所在
前期整治的基础再次开展广
泛告知。尤其是针对整治后
“偷开”“反弹”的无照无证食
品经营单位张贴“无证餐饮
告知书”“散乱污整治告知
书”等。二是联合执法、强力
关停。11月16日，在镇综治
办的统一组织领导下，联合
镇环保科、城管、安监、工商
等部门对徐辛庄、宋梁路等
多次整治仍存在的“偷开”
“反弹”的区域，再次开展联

合执法，共计关停无照无证
餐饮15家。

三是全面开展整治工作
“回头看”，降低被关停单位
反弹率。首先，加大巡查力
度，持续保持对无证经营者
的高压态势。其次，积极对
房主进行法规宣教，避免房
屋再次出租给商户从事无证

无照餐饮经营。
下一步，宋庄镇食药所

将依托“街乡吹哨、部门报到
机制”，严厉打击无照无证从
事食品经营的违法行为，持续
保持无照无证食品经营强力
整治的工作态势，用实际行动
为百姓创造良好的食品消费
环境。

本报讯 唐海燕 为进一步贯
彻落实《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做好
2022年北京冬奥会食品安全保
障工作，推动《北京市供京食品
安全“区域协作、基地保障、全程
监管”对接核查工作制度》落实，
11月中旬，房山区食药监局副局
长龚士刚带领相关工作人员赴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
尔右翼前旗、中旗，分别就相关
事宜进行沟通商洽。

商洽会上，龚士刚副局长介
绍了开展“区域协作、基地保障、
全程监管”工作的背景、要求，通
报了两地政府计划开展的四个方
面工作：即联席会议，共建共治；
产地证明，互认互通；检测信息，
互信互享；监管协作，互联互助。
前旗、中旗副旗长分别介绍了当
地农产品种植管理情况，表达了

当地政府支持北京、服务奥运的
态度和决心，并表示非常看好合
作前景，期待两地进一步深化交
流，务实推进食品安全监管大
计。会后，双方食药安委签署了
《进京食用农产品安全保障合作
框架协议》；房山区窦店镇政府与
前旗、中旗政府分别签订了《供京
食用农产品监管协议》。两地工
作人员还深入农产品种植企业上
善绿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进行监
督检查，并参观了察右中旗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及其相关
检测设备。

两份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两
地“区域协作、基地保障、全程监
管”工作进入实质阶段。下一步，
两地将继续加强沟通协调，不断完
善工作机制，适时召开联席会议，
组织开展飞行检查，努力把住源
头关口，共同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大兴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接受验收

通州局宋庄所开展无照无证关停整治工作

密云局四项举措强化
便 民 蔬 菜 店 监 管

房 山 局 推 动“ 区 域 协 作
基地保障 全程监管”制度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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