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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暂停堂食期间
餐饮单位食品安全监管，近日，石景山
区市场监管局持续加强管理和防控，确
保疫情防控措施和食品安全要求落到
实处。

一是组织召开外卖行业线上工作
会，加强外卖配送人员管理，筑牢食
品安全“最后一公里”。要求各涉及
外卖配送服务的单位要严格落实“四
方责任”和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定
期开展员工核酸检测，骑手要佩戴

N95口罩，严格执行早抗原晚核酸的
规定，加强配送各环节管理，实行无
接触配送，餐箱、车辆和工作服等要
定期清洗消毒。

二是为餐饮单位发放致辖区各
餐饮经营单位的一封信。暂停堂食
后外卖供餐量激增，加之气温逐渐
升高，各类病原微生物生长繁殖速
度加快，细菌性食物中毒进入高发
期，信中就疫情防控及餐饮食品安
全工作要点向餐饮单位进行提示，

包含人员健康管理、食品与原料采
购、加工操作过程、配餐过程管理各
项内容。

三是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开展
“暂停堂食”期间餐饮单位食品安全监
督检查，每日汇总餐饮环节工作日报。
指导餐饮单位依托网络订餐、外卖送
餐、到店自取等方式，开展经营服务，保
障群众饮食需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要求其立即整改，有效消除各类风险
隐患。 （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

本报讯 受疫情影响，平谷区餐饮
业的堂食业务被全部按下暂停键，何时
恢复堂食是个未知数。平谷区市场监
管局紧盯食品安全不放松，着力规范非
堂食行为，加强监管执法，助力餐企变
身“百姓厨房”，重拾烟火气。

严格监管不断档。暂停堂食后，许
多饭馆迅速上线外卖，规范餐饮服务行
为也同步展开。平谷区市场监管局通
过“北京阳光餐饮”App，围绕食品原料
采购、餐用具清洗消毒、餐品加工制作、
餐品打包等环节开展线上培训，让每个
餐企讲规矩、每个从业人员守规矩。加
强实地检查，重点是从业人员的健康监
测和管理、食品原料的采购和存放、食
品加工制作过程的控制等环节，线下存
在安全隐患的餐饮单位，立即责令其停
止线上经营活动。强化连锁餐厅、“网
红”餐厅等高风险和问题多发领域的检
查，将后厨环境、食材储存、配餐和送餐
以及凉菜、预制菜、半成品等作为重点，
发现违法违规经营的单位依法予以查
处，让百姓餐桌安全放心。

5月1日以来，已对20家隐患餐饮
服务单位进行了责令改正或警告处理，
2家线上餐饮服务单位责令其平台下
线，在平谷区政府网站、平谷融媒及时
予以了曝光。

助企纾困不停步。为了避免餐企
因暂停堂食而躺平，平谷区市场监管局
倡导餐企变身“百姓厨房”，通过外卖、
直播、外摆摊位、卖盒饭等多种方式，打
响自救保卫战，也让市民餐桌美食更丰
富。针对疫情期间企业经营不景气、无
法及时购买外卖封签问题，平谷区市场

监管局主动联系“美团外卖”和“饿了
么”平台，推动使用外卖封签。该封签
使用开启后就无法复原，从而保证外卖
服务过程中的食品安全。“美团外卖”共
印制70000张食安封签，已免费发放
200余家饭馆18000张封签，88家连锁
餐饮单位自行印制8万张封签。暂停
堂食期间，平谷区市场监管局着手规范
餐企的店内店外打包经营行为，引导分
品种、分风险、分时限进行餐品打包，做
到简约、密封完好又确保食品安全。此
外，加强与餐企的联系沟通，实时解答
咨询其在转型和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困
惑，为餐企自救一路护航。

目前，已有许多餐饮经营单位及时
调整产品结构，推出了适合外卖、外带、
外送的快手菜、半成品和方便装食品，
所有堂食菜品均可打包，还有的餐饮单

位把员工餐做成平价盒饭或试点引入
快餐，同时迅速上线扫码自提、小程序、
微信群、团购等线上渠道。送取结合不
打烊，大大便利了百姓生活。

引导消费保安全。日常检查和社
会面调查发现，一些消费者对店内店外
打包、线上平台订餐仍存有顾虑。部分
消费者认为餐饮服务单位可能存在二
次加工未售出餐品、被退回的餐食进行
二次销售或作为食品原料进行二次加
工制作并销售、使用囤积变质食材等情
况，所以不敢线上或电话订餐。了解到
这一问题，平谷区市场监管局及时、动
态公布辖区“品质餐饮”白名单，曝光违
法违规的“黑名单”，引导消费者在有安
全保障的餐饮服务单位放心购餐，释放
餐饮业消费潜力。

（平谷区市场监管局）

本报讯 为保障辖区食品流通、餐
饮服务领域熟食食品安全，密云区市场
监管局以大中型餐饮单位、网红餐饮
店、熟食店等为重点单位，开展熟食销
售专项检查行动，加强熟食销售的监督
管理。

一是强化责任意识，严把源头关。
督促熟食制售食品经营单位严格遵守
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好食
品安全责任人义务，全面落实食品进货
查验、索证索票等制度，严把熟食原料
进货源头关，严禁从无证无照加工小作
坊采购食品及原材料。

二是开展巡查检查，严把监督关。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对证照资质、从
业人员健康证明；食品及调味品等原材
料的索证索票制度和进货台账制度落
实；熟食储存间冷冻、冷藏设施运转，食
品贮存情况；紫外线消毒灯、防蝇防尘
防鼠等设施设置使用以及食品制作流
程是否规范，操作间环境卫生是否干净
整洁等方面情况进行细致检查，严查风
险隐患。

三是推进末端执法，严把处置关。
针对检查发现的个别单位存在凉菜间
未定期维护清洗设备设施、加工制作的
工具未定位存放等问题，依法予以处
罚。同时，对经营者进行监督提示，要

求及时对库存原材料进行清理，待销售
的熟食要低温储存并尽快销售，禁止使
用、销售腐败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及原料。对外卖销售的，要严格查验封
签是否到位，确保配送食品安全。截至
目前，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52人次，检
查经营主体95家，发现问题10件，整改
完成10件。

下一步，密云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
加大监管力度和检查频次，对违法违规
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消除各
类食品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密云区市场监管局）

密云区开展熟食销售专项检查行动

石景山区三举措保障餐饮行业食品安全

本报讯 当前，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狙击战的非常时期，保障市民群众基本生
活需求同样是一场“硬仗”。位于海淀区
的锦绣大地批发市场，每天零点至清晨6
点是开展夜间批发的时间段。在这个时
间段内，四季青镇市场监管所和综合执法
大队的执法人员日复一日严把“防疫”关，
履行着各项监督检查职责。

锦绣大地市场夜间批发的经营场地
位于锦绣大地物流港楼外的广场空地中，
在夜间批发的营业时段内，广场空地被分
割成多个车位，作为商户营业时的摊位。
夜间批发虽从零点开始，但执法人员需在
深夜23点左右便到达锦绣大地市场，提
前开展准备工作，包括熟悉当晚市场方值
班人员和工作内容、检查新冠抗原试剂库
存等。

零点起，载满蔬菜、水果、肉类等农产
品的货车陆陆续续开始入场，执法人员也
开始了夜间检查工作。在锦绣大地市场
车辆入口处，对入场人员测温、扫码、佩戴
N95口罩等进行逐一检查。

随着多数商户完成入场，执法人员便
开始巡场，重点检查商户是否正确佩戴口
罩和手套、新冠抗原检测情况及结果、有
无非保供应商户违规经营、有无商户不符
合防疫规定售卖农产品等情况，并对公共
卫生间消杀情况、商户进货票据等进行详
细检查。

“检查中，有时会看到个别商户因卸
货、运货造成大量流汗，而将口罩短暂地
挂在下巴上透透气，我们会第一时间耐心
提示他们规范佩戴口罩的重要性。”执法
人员说到。

清晨6点，夜间批发结束，广场只出
不进，商户陆续退场，执法人员迎着朝阳
结束了一晚的“战斗”。

由于连续10余个夜晚都“泡”在锦绣
大地市场，执法人员已经摸清了不同时间
段前来采购人群、车辆的规律。“零点到凌
晨2点，进场的主要是商户；凌晨2点到4
点，以周边大餐馆、大型菜站、大型食堂的
采购者为主，他们购买量较大，驾驶车辆
多为中大型厢式货车；4点后，周边小餐
馆、便民菜站等采购者居多，他们购买量
较少，通常用小型货车、面包车、家用轿车
前来采购。”执法人员介绍到。

当前，北京市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农产品批发市场由于货品繁杂、人员
流动量大，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锦绣
大地批发市场是海淀区最大的农产品批
发市场，也是全市“8+1”家保供应批发市
场之一。自5月14日凌晨以来，海淀区市
场监管局每日选派多名执法人员到锦绣
大地市场开展夜间批发环节全营业时间
的监督检查工作，“防疫”“保供”两手抓、
两手硬，牢牢织密防控网。

“由于连续开展夜间执法检查，每日
睡眠不足四小时，没有时间回家陪伴家
人，生物钟也经常变得混乱。尽管非常
疲惫，但在结束夜间检查返回单位后，大
家还经常聚在一起探讨执法中遇到的难
题、解决的办法，这种齐心协力战斗的感
觉真好！”四季青镇市场监管所的王源如
是说。

在防疫“不松劲儿”的关键时期，海淀
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争分夺秒抓细抓实
疫情防控工作，凝心聚力，同心战“疫”，加
快实现社会面清零。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

平谷区“管帮引”加强餐企监管 海淀区严查锦绣
大地市场批发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