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

开展流通环节固体饮料等专项整治工作
本报讯 孟祥惠 为严厉打

击固体饮料等特殊形态或包装
形式的食品非法添加、虚假宣
传、违规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
平谷区市场监管局最近开展了
食品流通环节专项整治工作。

一是组织开展对母婴店、
“保健”类店铺等重点场所突击
检查，重点检查食品经营许可情
况、固体饮料及特殊食品等进货
查验情况、普通食品与特殊食品
分区销售情况、广告宣传等情

况。现场检查货架的边角、底
层、储物柜等隐蔽部位是否有可
疑食品。现场检查经营者的销
售记录，检查记录中是否存在特
殊符号、代码等可疑线索等，截
至目前，共检查了56家食品经

营单位，未发现问题产品。二是
严厉查处将普通食品与特殊食
品混放销售及普通食品冒充特
殊食品等违规行为。三是督促
食品经营者对经营情况和经营
的食品开展全面自查，自行查看

供货商资质，索证索票，查看供
货商是否在黑名单企业中。四
是加大抽样检验力度，我区流通
环节共抽检压片糖果2个，固体
饮料3个，代用茶1个，共计6个
样品，检测全部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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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动态

本报讯 李明 为落实房山区2020年污染
防治攻坚战行动计划及《北京市机动车和非
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最近，房
山区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打好蓝天保卫战。

一是加强宣传指导工作。做好污染防治
相关宣传，向辖区内各加油站发放宣传画200
张，并指导加油站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开展经营活动。二是加强
区级自抽检。目前，共抽检车用尿素10组，
涂料、胶粘剂5组，将根据检验结果对不合格
产品进行立案查处。三是加强监管。将抽检
工作和日常监管相结合，详查企业的主体资
格、资质、进货渠道及进销货台账，并对相关
经营主体台账进行核实，实现可追溯管理。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开展车用
油品的自抽检工作，着力抓好车用油品、车用
尿素溶液、涂料、胶粘剂等与大气污染防治相
关产品的质量监督。

查获一“黑”
豆腐坊窝点

房 山 区 市 场 监 管 局
多措并举打好蓝天保卫战

本报讯 李昕源 为进一步规范婴
幼儿配方乳粉经营行为，严格把关确
保产品质量，近日，门头沟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结合疫情防控形势，针对线
上线下经营婴幼儿配方乳粉的企业，
集中开展为期一周的专项整治工作。

此次检查围绕在第三方平台入
网的婴幼儿配方乳粉经营者，查看其
销售页面是否存在以文字或图片的
形式夸大宣传、违法宣传的行为。执
法人员与美团、饿了么、天猫等第三
方平台对接，搜索辖区内婴幼儿配方
乳粉经营企业，经过广泛排查，发现
共有3家企业通过第三方平台经营婴
幼儿配方乳粉。通过查看主要页面
产品描述、图片宣传及动态展示等内
容，暂未发现存在任何形式夸大宣传
和违法宣传的行为。

针对线下经营婴幼儿配方乳粉
的企业，区局根据以往监督检查发现
问题情况，重点检查在售产品标签标
识，特别是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的中
文标签和说明书，必须载明食品的原
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地址、
联系方式等内容，食品经营者建立台
账记录、查验供货方资质和产品相关

合格证明等；严查婴幼儿配方乳粉出
现明示或者暗示具有益智、增加抵抗
力或者免疫力、保护肠道等功能性表
述，不得含有“零添加”“不含有”等字
样；督促企业设立专区专柜销售并在
醒目位置设置统一标识牌。

截至目前，区局已对辖区内7家
婴幼儿配方乳粉经营主体开展检

查，发现1家企业专区标识牌设置不
规范，执法人员现场指导企业整改
到位。通过线上线下广泛排查，积
极宣讲婴幼儿配方乳粉的产品特
点、风险隐患及法律要求，夯实企业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增强其诚信经
营意识，为辖区内婴幼儿健康成长
保驾护航。

线上线下齐发力检查婴幼儿配方乳粉

本报讯 琳琳 夫妻两人名下开了
4家网店，短短几个月时间4家网店通
过邮寄低值小礼品刷出3033单的交
易量，虚构了56.8万元的成交额。日
前，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成功查处两起
网络刷单违法行为，对李某、吴某夫
妻二人名下的两家公司分别下达了
罚款20万元的处罚决定。

前不久，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接群
众举报，称通州区一家电子商务公司
网上销售的家具涉嫌存在虚构交易
行为。接报后，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
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检查，发现被举报
公司在京东商城平台开设两家网店，
在淘宝平台开设一家网店从事家具
销售业务，其财务、运营、客服人员和
总经理的办公电脑中存在大量的“刷
单”“补单”内容电子表格和文件，公
司办公社交软件的沟通记录中存在
“补单”“刷单”内容的沟通记录，同时
在财务电脑中发现了刷单佣金明细

的电子表格和支付刷单、补单的凭证
截图。经询问得知，该公司为了提升
网店交易量和交易额，通过代运营公
司和刷手采取补单、刷单的方式虚构
交易，其间并不发送真实商品，而是
通过快递发送价值较低的文件夹、橡
皮等物品形成完整交易记录，刷单结
束后向刷手支付佣金。

经过多方深入调查，通州区市场
监管局准确掌握了该电子商务公司的
违法事实，3家网店通过发低值小礼品
不发真实货品的方式进行刷单虚构交
易、提升销量，短短5个多月的时间里
虚构交易记录1705条，虚构交易金额
42.90万元，分别占全部交易量和交易
额的38.27%和23.37%。“调查中我们还
了解到，这家电子商务公司在京东商
城的其中一家网店曾先后四次被京东
商城判定为虚假交易，虽然该公司向
京东进行了申诉，但均申诉失败被驳
回，京东平台对其先后做出了警告、降

权处理。”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综合执法
大队负责案件办理的工作人员说。

同时，执法人员还发现另一家办
公家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某是该
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的妻子，这家办
公家具公司在京东开设1家网店也虚
构了1328条交易记录，虚构的交易金
额达23.9万元。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认为：上述两
家公司的行为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关于“电子
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
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保障消
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电子商务经
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
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
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规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通州区市
场监管局依法对两家公司分别作出了
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

成功查处两起网络刷单违法行为

本报讯王毅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小汤
山市场监管所的执法人员依据线索，在昌平区
小汤山镇尚信村查获一违法豆腐坊黑窝点。

执法人员在现场起获黄豆约 8000斤
（157袋，50斤/袋）、食用氯化镁（凝固剂）7
袋、气泵2台、气罐2罐、消泡净5箱以及各类
经营工具11件（套），并对涉案物品依法采取
行政强制措施。依照1斤黄豆能制作2~3斤
豆腐的比例计算，这些现场查扣的原材料将
能够制作出20000斤左右的豆制品。

此次查获的“黑”豆腐坊窝点，是昌平区
市场监管局小汤山市场监管所积极落实“主
动治理、未诉先办”工作机制所取得的成效。

近年来，昌平区市场监管局各部门持续
加大对辖区“黑工厂”“黑作坊”“黑窝点”的打
击治理力度，取缔了多个桶装水、豆腐坊等加
工“黑窝点”，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
要求，坚决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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