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关注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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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

本报讯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消息，2018年10月至2019年1
月，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网络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
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净化网络
订餐食品安全环境。各地市场
监管部门强化工作措施，推动专
项检查工作有力有序开展。针
对各类违法违规问题，共下达责
令改正通知书89230份，下线入
网餐饮服务提供者18.5万家，取
缔无证经营9375家，立案查处网
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及其分
支机构违法行为583件，立案查
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违法行
为14153件，累计罚没金额7929
余万元。

主要工作措施有：
一、高度重视，及时部署。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根据市场监
管总局专项检查工作部署，制定
工作方案，细化工作要求，明确

工作目标，确保专项检查工作有
措施、有成效。福建将网络餐饮
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纳入“食品安
全示范省”创建工作进行专门部
署。北京成立领导小组，每月召
开专项检查工作推进视频会。
河南制定专项工作方案，按照摸
底排查、自查自纠、集中整治、巩
固提升 4个阶段分步推进实
施。河北、黑龙江等近十省市开
展“净网”“清网”专项行动。浙
江组织“五个一”行动（一次摸
排，一次约谈、一次巡查、一次抽
检、一次宣教）。广东、湖北等地
将网络餐饮监管作为餐饮业质
量安全提升工作重要抓手。四
川、重庆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回头看”“回头查”。

二、夯实责任，规范经营。
一是建章立制，细化措施。北京
制定《网络订餐平台入网审查监
督检查要点（试行）》《网络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信息公示要求（试
行）》《含档口类餐饮服务提供者
申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流程（试
行）》。江苏、福建、河南、海南等
地研究制定网络食品经营主体
备案管理办法。天津、福建等地
建立网络餐饮服务平台数据信
息定期报送机制。二是行政约
谈，督促履责。市场监管总局对
网络餐饮服务平台主要负责人
集体约谈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
结合实际对辖区网络餐饮服务
平台进行约谈，推动平台切实履
行资质审查等责任义务。三是
加强培训，增强意识。各地市场
监管部门组织网络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宣贯培训，督促入网餐饮
服务提供者、送餐人员通过线上
线下多渠道学习《食品安全法》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三、线上线下，强化监管。

一是开展线上监测。北京、浙
江等地研发网络订餐监督管理
系统，建立网络餐饮服务监管
市、区、所监管体系。广东、湖
北、海南等地运用信息化技术
对网络餐饮服务平台页面端、
手机端进行全方位监测，抓取
违法违规信息，督促指导平台
对照自查、监管人员线上排查，
推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公示
率持续提升，广东目前已达到
98%。上海定期向社会公布监
测结果，2018年以来共开展入
网餐饮单位线上监测1.8万余
户次，公布13轮线上监测问题
单位名单。二是开展线下检
查。北京要求平台一次性报送
存量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名录
信息，实行新增入网餐饮服务
提供者名录日报送制度，完善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台账，全
面逐一开展线上线下巡查。浙

江按照不少于辖区入网餐饮单
位总数 5%的比例开展线下检
查。江苏、山东等地实地检查
各平台销量排名靠前的“网红”
店铺。上海、湖南开展线下无
证餐饮综合治理。福建对网络
餐饮配送站点重点进行检查。
湖北对网络订餐“线上”“线下”
“路上”3个环节进行全覆盖检
查。三是加大抽检力度。福建
将网络餐饮食品纳入年度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计划。海南制定
《网络（外卖）食品安全抽样工
作要求（试行）》。江苏、山东、
甘肃等地邀请社会公众参与网
络餐饮食品“你点我检”抽检活
动。上海抽检网络订餐配送的
高风险食品 540件，合格率达
95%。浙江抽检餐饮食品6753
件，合格率达97%；抽检一次性
餐盒965件，合格率达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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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餐饮专项检查取得阶段性成效
共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89230份，下线入网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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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中国烹饪协
会消息，2020世界奥林匹克
烹饪大赛中国国家烹饪集训
队启动仪式日前在中国国家
烹饪队训练基地——联合利
华研发中心隆重举行。中国
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宣布，
协会将组织中国国家烹饪队
参加2020年在德国斯图加
特举办的第25届世界奥林
匹克烹饪大赛。

据悉，世界奥林匹克烹
饪大赛（IKA）1900年由前德
国厨师协会在法兰克福首
次举办，每四年举办一次。
百年来全世界专业厨师、面
点师都以获得这一奖项为
职业生涯的至高荣誉。作
为世界厨师联合会中国大
陆地区的委员单位，根据大
赛主办单位规定，中国烹饪
协会是中国唯一有资格组
织国家代表队参加世界奥
林匹克烹饪大赛团体赛项
目的行业组织。

为了通过国际顶级赛
事舞台展示中餐悠久深厚
的文化积淀和与时俱进的
烹饪技艺，加强与世界各国
同行的文化、技艺交流，提
升民族自信心和行业凝聚
力，2015年，在联合利华饮
食策划的大力支持下，中国
烹饪协会组建了国家烹饪
代表队并参加了2016年在

德国埃尔福特举办的第24
届世界奥林匹克烹饪大赛，
最终斩获了甜品艺术、烹饪
艺术、热厨房三个项目的银
奖，并凭借着总体出色的表
现摘取了总成绩的银牌。

姜俊贤在仪式上指出，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烹饪文
化和技艺交流的不断扩大，
具有深厚文化积淀和丰富烹
饪技艺的中国美食越来越多
地受到国际消费市场和餐饮
烹饪同行的关注与喜爱，在
中国烹饪业界采取多种形式
开展与国际同行学习交流的
同时，各种世界级别的技术
交流和竞赛活动也向中国发
出了热情的邀请，在各类国
际烹饪比赛中，中国美食元
素越来越多地出现，成为一
道亮丽风景。组建中国国家
烹饪队并以此促进中国与国
际烹饪技艺文化交流已成为
大势所趋。

据了解，通过近一年面
向全国餐饮业及相关产业的
选拔，最终有26位业内精英
入选中国国家烹饪集训队，
在十个月的集训后，将最终
优选出10位队员组成中国
国家烹饪代表队出征2020
世界奥林匹克烹饪大赛，其
他集训队队员将参加中国
代表团赴德国协助完成比赛
任务。

本报讯 记者冯文亮 近日，
为传承和弘扬包括徽州饮食文
化在内的徽州地域文化，促进相
关产业的发展与繁荣，中国食文
化研究会徽文化委员会在京成
立。来自文化界、餐饮界、金融
界和学界、媒体界的代表共同见
证了这一时刻。中国食文化研
究会会长洪嵘出席了成立仪式
并致辞。

据了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
经济文化重地，古徽州是徽商的
发祥地，明清时期徽商称雄中国
商界500多年，有“无徽不成镇”
“徽商遍天下”之说。在此基础
上形成的徽学更是博大精深，囊
括了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
宗族、徽州历史名人、徽州教育、
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
程大位珠算法、徽派朴学、徽州
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

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书、徽州
文献、徽州文书、徽派建筑、徽州
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
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等，与敦
煌学、藏学并称为中国三大地域
文化。

在致辞中，中国食文化研究
会会长洪嵘表示，中国食文化研
究会（CFCRA）创建于1994年,
是在万里、习仲勋、田纪云、廖汉
生、孙孚凌等国家领导同志的关
心和支持下，经文化部批准、民
政部注册登记成立的全国性的
食文化学术研究组织，系国家一
级社团法人。该研究会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民政
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下,依
法独立开展工作，拥有四十多个
专业委员会。此次成立的徽文
化委员会系该研究会的首个地
域性委员会。

至于为什么是徽文化委员
会而不是徽菜委员会？洪嵘表
示，作为三大地域文化，徽文化
涉及范围之广、底蕴之深厚，涵
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
于中华文明的影响意义深远，
是徽人及亿万中华儿女共同的
财富，囊括了徽菜、徽商、徽派
建筑等支脉文化。他要求，新
成立的徽文化委员会要以广大
老百姓最能接触到的徽菜、徽
茶、徽酒等为抓手和载体，尽快
拓展业务。而且，该委员会不
局限于北京和原徽州地区，要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作，把徽
文化撒播到全国各地，让全国
人民感受到包括徽菜在内的徽
文化的独特魅力。

会上，中国食文化研究会正
式授予千岛湖鱼味馆（北京店）
为首个“徽菜研发与体验基地”。

中国食文化研究会
徽文化委员会在京成立

中国国家烹饪队将参加
25届德国奥林匹克烹饪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