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

学校食堂员工须持核酸阴性证明上岗
北京市教委日前会同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市卫健委发布《关于切实做好2020
年秋季开学及新学期学校食品安全工作
的通知》。《通知》提到，食堂所有从业人
员必须持有健康体检证明和新冠病毒肺
炎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每天由专人负责
进行员工晨午（晚）检。

开学前全面排查学生餐配送企业

开学前后，各区市场监管部门、教育
行政部门、卫生健康部门要集中一个月
的时间，对开学学校的校园食品安全和
传染病防控工作进行专项监督检查。检
查范围包括，全市范围内学校的食堂（含
托幼机构食堂）、为学生供餐的集体用餐
配送单位（简称学生餐配送企业）、学校
周边的食品经营单位（包括餐饮服务单
位，超市便利店及食品市场等）。

根据《通知》，各区市场监管部门要
对辖区内所有开学学校的食堂进行全覆
盖检查。对原材料采购、人员健康管理、
操作间环境卫生、餐食加工制作、食品贮
存、餐具消毒、分餐操作、留样操作和送
餐过程等环节进行全面检查。

各区市场监管部门要对辖区内的学
生餐配送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重点内
容是学生餐配送企业从业人员核酸检测

情况、健康管控情况、智能体温计使用情
况。因学生放假一直停业的学生餐配送
企业，要在开学复工之前对操作环境进
行全面消杀和清洁，对库存食品和食品
原料进行全面排查，严防过期变质食品
进入加工环节。各区市场监管部门还要
对已开学学校周边200米范围内营业中
的食品经营单位进行全面检查。

各区卫生健康部门要对已开学学校
的传染病防控和生活饮用水安全情况进
行全覆盖检查。重点内容是各学校落实
疾控部门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
指引情况；教学楼、食堂、办公室等场所
的消毒情况；校内洗手设施和洗手标识
的设置情况；新型冠状病毒、诺如病毒等
传染病的防控制度建立和信息报送情
况；饮水设备资质和使用情况；学校生活
饮用水水质检测情况等。

按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教委、
市卫生健康委、市公安局等四委办局联
合发布的《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实施
方案（2020—2022）》相关要求，各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和教委对学校食堂和学
生餐配送企业开展监督检查的同时，要
督促和指导未达到A级三星或B级三
星的学生食堂和学生餐配送企业积极
提升硬件设施和管理水平，在2021年9
月1日前达到文件要求的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量化等级。
各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全面检查已开

学学校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重
点内容是按照北京市疫情防控要求落实
四方责任和学校主体责任情况；制定和
完善疫情防控“两案九制度”情况；掌握
教职员工和学生假期外出出行情况，境
外、省外返京师生按照要求进行居家或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情况；每日监测和记
录入校师生健康状况；食堂操作人员智
能体温计佩戴和使用情况等。

学校不得采购、加工来源不明水产品

《通知》还要求，开学前一周，各区教
育行政部门要督促准备开学的学校组织
开展食品安全自查自评自改工作。其中
明确提到，全面检查从业人员健康管控
情况，食堂所有从业人员必须持有健康
体检证明和新冠病毒肺炎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每天由专人负责进行员工晨午
（晚）检，按要求穿戴工服、发帽、口罩、手
套等个人防护设施。同时，全面检查原
材料进货查验情况，严格要求各餐饮单
位在按要求进行索证索票及外观查验，
做到所有原料来源可追溯。

加强对冷链食品尤其是进口冷链食
品的管理，不得采购没有相关许可证、营

业执照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等证明材料
的冷链食品；采购水产品时，要查验是否
具有合法来源凭证等文件，不得采购、加
工非法捕捞渔获物或来源不明的水产
品。中小学校幼儿园内一般不得设置小
卖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确有需要设
置的，应当依法取得许可，并避免售卖高
盐、高糖及高脂食品。

学校食堂不得制售冷食生食类食品

《通知》提出，各学校要建立食品安
全状况自查自评制度，全面梳理学校食
品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彻底排查食品安
全隐患。对检查排查出的隐患和问题要
逐项建立台账，逐一制定整治措施，明确
解决时限。各学校正式开学之前要将自
查自评自改情况上报给辖区教育行政部
门。各级各类学校食堂原则上不得制售
冷食类、生食类、裱花糕点以及四季豆、
鲜黄花菜等高风险食品。

《通知》强调，市级层面的联合检查
和分组督查工作将结合2020年全市教
育系统校园安全和秋季开学工作大检查
一并组织进行，同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四不两直”的方式，对学校食品安全和
传染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检
查，进一步推动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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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动态

本报讯 安玲 今年是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的收官之年。为更好
地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村民生
活质量，营造良好的卫生环境秩序，
建设美丽乡村，通州区西集镇对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再部署、再落
实、再发力，让美丽乡村美得持久。
近日，西集镇召开了美丽乡村人居
环境迎检工作推进会，对全镇美丽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和长效管护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同时对检查出
的乱堆乱放、私搭乱建、生活垃圾以
及生活污水等人居环境突出问题进
行深入剖析。

针对突出问题，该镇要求各村
加快整改，将整治工作从村内的房
前屋后延伸到村庄外围，加强承包
地环境规范管理和“五边”(路边、堤
边、桥边、村边、屋边)环境卫生清理；
配备专人对村内街道进行巡视，尤
其是房前屋后以及村外围进行巡

查，不放过任何卫生死角，做到自查
自检自改长效管理；入户宣传指导，
制定合理的工作制度和奖惩制度，
从源头对垃圾问题进行整治；尽快
对本村私搭乱建进行统计摸底，建
立台账，并在8月底前完成全部简易
厕所、浴室、家畜棚舍等小型私搭乱
建的拆除工作。

在召开推进会的同时，各村也积
极行动起来，发挥党员、群众力量，加
大力度进行环境卫生整治。经过整
治后的街道干净整洁了，乱堆乱放现
象减少了，村庄“颜值”提升。

耿楼村组织人员对村内的卫生
死角、乱堆乱放进行集中清理，平整
路面，出动挖掘机清理路边的小型围
墙，并在行动中呼吁村民积极参与，
配合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落实“门前
三包”责任制；冯各庄村拆除私搭乱
建，走访了解村民需求，在腾出来的
空地上美化提升，修建近千平方米的

健身广场，改善村庄环境的同时，还
为村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该村还开启了村里的“增靓”工
程，在村内健身广场旁新增集观赏性
和实用性为一体的凉亭，供村民休
憩，同时，在道路两边摆放了种满花
草的木质花箱，在村里修建了属于村
民自己的村史微景观。

如今，村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环境整洁有序，村民居住条件和幸
福感不断提升，村庄悄然向生态宜
居蜕变。

据了解，自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
展以来，西集镇多措并举，标本兼治，
集中时间和力量，清除垃圾、修建公
园、铺设道路、栽花种树，大力度推进
农村污水治理，为村民创造更加宜居
的生活环境。下一步，各村将加大对
人居环境的整治力度，并把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开展，
使美丽乡村持续美下去。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再发力
通州区农业农村局： 本报讯 李斌 为助力全国文明城

区创建，提升地区人居环境水平，8月
22日，以“清洁环境、美化家园、文明
健康、有你有我”为主题的周末卫生
大扫除活动在石景山区全区9个街
道、150个社区、45家商场超同时启
动，万余名社区志愿者、居民、产权物
业管理人员、在职党员对区内重点单
位、重点场所进行集中环境卫生整
治，当天共清理卫生死角4000余处，
清理垃圾96吨。

活动中，全区紧盯薄弱环节，广
泛清理卫生死角，居民住户、老街坊
志愿者、社区干部、产权单位和物业
单位开展筒子楼、简易楼环境卫生整
治，对楼道、公共厨房、卫生间等公共
区域的杂物、废弃物进行彻底清理，
提升环境质量。

全区同步对社区“菜篮子”（农贸
市场）、商超、餐饮单位、宾馆饭店、影
剧院等重点场所开展环境卫生大扫
除，清除堆放杂物和散在垃圾，保持内
外环境整洁、空气流通。开展预防性
消毒，增补防鼠、防蝇设施，消除“四
害”孳生地，防止疾病流行，维护公共
环境卫生。

为给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营造良
好社会舆论氛围，将文明实践活动
与爱国卫生运动相结合，组织社区
居民开展卫生健康公约、文明促进
和垃圾分类等形式多样的宣讲、教
育、文化活动，让群众耳濡目染养成
良好生活习惯。通过持续开展周末
卫生日活动，石景山区环境卫生得
到较好改善，群众满意率不断提高，
该区将严格落实措施，经常化、制度
化、常态化的全面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努力营造文明、健康、优美、宜居
的人居环境，有效推动文明城区创
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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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孙伟 今年以来，房山区
农业农村局多举措加强畜牧兽医执
法检查

一是进行风险分级，对监管对
象潜在风险进行分析，按风险高低
划分ABC三个等级，实行梯度分类；

二是开展量化监督，以监督覆盖率
和监督频次作为量化指标，对不同
风险级别管理对象制定不同的量化
监督标准，风险越高检查覆盖率和
监督频次越高；三是加强档案管理，
对监管对象和检查活动实行档案化

管理，确保执法有据可查。
1-8月共组织畜牧兽医综合执

法检查424次，出动执法人员1106人
次，立案39起，罚没金额共计17985
元，有效打击了违法行为，规范提升
了监管效能。

加强畜牧兽医执法检查 1-8月立案39起
房山区农业农村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