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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以国家营
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和北京市营商环境
5.0版改革任务为牵引，发挥市场监管职
能优势，不断提高市场监管部门政务服务
规范化、智能化、便利化水平，推出一系列
助企惠企政策和利企便民的服务举措，为
企业群众办事创业提供更大便利。

一是深化数字赋能，提高智慧网办水
平，实现登记服务“零见面”全程电子化。
依托“e窗通”平台，坚持“只进一门、只对
一窗、全程网办”改革思路，实现全部填报
事项数据化，各类市场主体均可采用无纸
全程电子化方式在线申请开办业务，申
请、受理、核准、发照、公示、存档等各环节
无介质、智能化、全程网上办理。申请人
足不出户即可享受“无接触受理、不见面
审批、零跑动办事”的登记服务。2022年
1—5月，全程网办登记业务27.14万件，占
登记业务总量的75.09%，其中企业开办全
程网办率超过95.81%。

二是“小执照”变身“大平台”，推动政
务服务“一照通行”。将电子营业执照打

造成了电子政务服务全场景通行证和电
子证照信息集成化展示查询平台。在营
业执照上加载了展示查询功能，将特种设
备使用登记证、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等八类电子许可信息归集到电子营业执
照名下，实现电子执照和电子许可证的联
动展示查验。拓展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场
景，目前，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电子
税务局、社保网上平台、车辆管理所业务
核查系统、银行远程开户等20余个应用场
景累计调用电子营业执照使用量超过
7400万次，居全国首位。

三是推出食品经营许可领域规范化
咨询服务改革，助力餐饮企业加速开业。
市场主体在正式提交食品经营许可申请
前，食品经营许可审批部门依照申请人的
意愿，为市场主体需求提供预约审图、提
前查看现场等指导性服务。首批将食品
经营许可（餐饮环节）、小餐饮店许可等事
项纳入服务范围。在北京市政务服务平
台增加了“咨询服务”公共服务事项，细化
了预约流程，开通了线上线下办理渠道，

确保“咨询服务”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目
前已在丰台区开展试点。2022年1—5
月，全市新增餐饮行业市场主体8592户，
占餐饮行业总体存量的7.1%，咨询服务能
够切实帮助市场主体降低合规成本，提升
许可申办效率。

四是在全国率先实现特种设备作业
人员证书电子化管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路。通过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上服
务平台实现申请、许可、发放全流程电子
证书网上办理，通过数据交换等方式将
相关信息汇聚到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平
台，监察机构、持证人员和用人单位可随
时通过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站进行人员
信息查询。同时，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机
制，发现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违法违规行
为，由执法部门及时将相关内容报送发
证机关处理，必要时吊销相关许可。截至
目前，全市已有159781人通过线上领取了
电子证书。

五是简化检验检测机构人员信息变
更办理流程，提升企业办事效率。在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许可系统中增加检验
检测机构“变更法定代表人、最高管理者、
技术负责人”自行修改人员信息功能，企
业只需在许可系统中自行修改三类变更
人员的信息，无需再到资质认定部门申请
办理备案，使得检验检测机构办理人员变
更时间减少1个工作日。截至目前，共有
77家次检验检测机构通过自行修改三类
变更人员的信息办理人员变更，取得了良
好效果。

六是推进最高计量标准器具自主管
理，向企业赋权增能。取消了本市企业内
部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考核发证及
强制检定，由企业自主管理，并应满足计
量溯源性要求。并通过专项监督检查，帮
助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发挥计量比对在保
障量值准确一致、支撑计量事中事后监管
和提升计量技术机构能力方面的作用，目
前已组织10家本市获证企业参加2022年
国家计量比对，组织7家企业参加北京市
计量比对。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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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召
开会议，专题部署加强夏季食品安全监
管工作。

会议指出，严把中考食品安全关，对
参与供餐的学校食堂、集体用餐配送单
位以及校园、考点周边餐饮单位加大监
督检查力度，全方位排查风险隐患。

整治规范夏令食品，对冷冻饮品、自
制饮品、生食水产品、冷荤凉拌菜等夏季
热销产品以及肉制品、乳制品、水产品等
易腐变质产品加大抽检监测力度，强化
生产、经营、消费全过程风险管控，严格
处置不合格食品。

强化疫情防控，将食品安全和防疫

工作一起抓，督促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严
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疫情防控单
位责任，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

防范群体性食品安全风险，加强“农
家乐”、各类食堂监管，严格落实原料控
制、餐饮具消毒、食品留样等管理规定。

本报讯 赵婷婷 从6月25日召开
的北京市第376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市商务局副局
长郭文杰介绍，商超、市场、餐厅等商业
服务业经营场所是容易形成疫情“放大
器”的场所。各企业要严格执行最新
防控政策和措施指引，切实履行防疫
主体责任，重点做好“三个安全”：

一是员工安全。员工要台账清、底
数明、每日测温上岗扫描，疫苗应接尽
接、2天一次核酸检测，直接服务顾客的
要规范佩戴N95口罩。二是顾客安
全。出入卡口要专人值守，人人测温，进
店扫码，严格查验72小时核酸阴性证
明。三是环境安全。合理控制人流，防
止人员聚集，严格场内通风消毒，按要
求定期开展环境核酸检测等。餐厅内
堂食要隔位就坐，50%限流，翻台时桌
面消毒，顾客离座时提醒佩戴好口罩。

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全市食品生
产检查专业化职业化队伍建设，北京
市食品技术审评检查中心于2022年6
月 17日组织举办了 2022年度食品生
产检查员线上能力考试，全市市场监
管系统共 281人经过为期 1个月培训
学习后参加了本次考试。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条件下，考试首次采取线上
闭卷答题、远程视频监考的形式进
行。市局食品安全监管、人事教育相
关处室、食品检验研究院等派出19名
人员参加监考。

本次考试的组织和实施具有以下
特点：

一是考前培训课程丰富（共设计10
门课程）、内容全面、贴近现场检查工作

实际，同时通过线上测试、答疑，帮促巩
固学习成效，培训反馈良好。

二是参加考试的人员积极性高、数
量多、范围广。来自市区两级市场监管
部门从事食品安全监管或技术相关工
作的监管人员、执法人员和专业技术人
员共281人，踊跃报名参加考试。

三是考试内容涵盖广、实战性
强。考试内容包括食品相关法律法
规、技术规范和标准。通过灵活设置客
观题、案例分析题、计算题、附加题等多
种题型，较为全面地考察参加考试人员
的专业知识储备、分析论证能力、现场
处置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体现较强
的实战性。

四是创新线上闭卷考试形式。通

过赋予电子考卷初始底色、试卷文档加
密、考试过程“多机位”全程录屏、实时
截屏辅助等手段，实现远程视频实时监
考、在线答题和收发试卷，达到闭卷考
试公平性、严肃性要求。

通过本次考试的人员将进一步
充实全市食品生产检查人员队伍，提
升整体检查能力。本轮培训和考试为
推进我市食品生产检查队伍专业化职
业化建设迈出坚实一步，将为食品生
产许可下放工作稳妥推进提供有力支
撑，为逐步建立一支政治过硬、忠于职
守、业务精湛、结构合理，与本市食品
安全监管实际相适应的食品检查队
伍奠定基础。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本报讯 王维祎 近日，北京市商务
局发布的《本市社区菜市场防疫指
引》提到，员工按规定频次核酸检测、
每日测温；全程接种新冠疫苗、“绿码”
上岗；规范佩戴N95（KN95）口罩，并
及时报告自身健康状况。

消费者进场规范佩戴口罩、提供
72小时核酸证明并扫码，不得以“亮
码”代替“扫码”。消费者之间保持1米
距离，提倡非接触式付款。

在食品方面，进口冷链食品落实
“四无五不”，进口非冷链货品由专人
负责、专区存放；进口冷链食品、非冷
链货品做到来源可追溯。

在环境方面，社区菜市场入口设
专人值守验码、测温、查核酸，场所闭
市后通场消毒。场所内须保持空气流
通，按规定开展环境核酸检测。

北京餐厅内堂食限流50%
翻台时桌面消毒

北京社区菜市场进口
冷链食品实现来源可追溯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加强夏季食品安全监管

北京市食品生产检查员能力线上考试举行
加快推进全市食品生产检查专业化职业化队伍建设

本报讯 截至6月22日，北京市小
麦累计收获13万亩，已完成全市机收
任务的半数左右，共投入小麦收割机
388台，其中本地222台，外省进京166
台，配套农机具近万台套，单日最高机
收作业面积达到3.1万亩。从目前开展
的农机减损情况看，以昌平区为例，农
机检测机损率仅为0.75%，远低于农业
农村部要求的2%，确保了北京生产的

粮食颗粒归仓。
通过各级农业农村、公安和交通

运输部门的协调联动，在保证首都疫
情防控的同时，为外省进京作业的
224名机手，提供了优质的跨区作业
服务保障。同时，为加强“三夏”期间
作业安全，全市农业执法部门已累计
开展农机安全执法检查 395件，隐患
排查治理67项，确保不出现重大安全

事故。今年“三夏”北京市还专门在
郊区 544家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开
辟农机加油绿色服务通道，农机用油
可享受3%的优惠。

目前，本市朝阳、海淀、丰台、昌平
区、大兴等区已基本完成小麦机收工
作，预计全市小麦机收将于6月底全面
完成。

（北京市农业机械化管理处）

北京全市“三夏”小麦机收任务过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