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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北京市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计划和相应的抽检细则,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管 局 组 织 抽 检 了 肉 制
品，酒类，食用农产品，淀粉及淀粉制
品 4类食品 589批次样品。根据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及国家有关规定检验和
判定，其中合格样品 580批次，不合格
样品 9批次分别为食用农产品不合格
样品 8批次；淀粉及淀粉制品不合格样
品 1批次。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通告

9批次食品
抽检不合格

本报讯 7月22日，通州区召开食
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扩大会议暨通州区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动员启动
大会。通州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创建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组组长孟
景伟讲话。副区长、区创建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工作组副组长倪德才，
工作组成员单位及街道乡镇负责同志
参加。

会议传达了国务院食安办、北京市
食药安委办关于开展第四批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的通知精神，解
读了创建实施方案。有关部门、有关街

道乡镇进行了表态发言。
孟景伟指出，要统一思想、凝聚共

识，坚定“城必创、创必成”的信心和决
心。各单位、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创建国
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重要民生意义、
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以“创建为民、创
建惠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增强
责任感和紧迫感，抓实抓细创建各项工
作。孟景伟要求，要对标对表、主动出
击，迅速掀起“务实高效、执行有力”的
创建热潮。抓紧查漏补缺，建立问题清
单和整改台账。持续加强监管，梳理
“从农田到餐桌”食品安全监管链条，加

强数据分析运用，建立完善食品安全黑
名单制度和严重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孟景伟强调，要压实责任、健全机
制，强力打造“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
创建格局。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建
立“无缝化”责任落实机制，打好食品安
全监管的组合拳和整体战。建立“立体
化”宣传引导机制，营造人人关心、人人
参与、人人支持的创建氛围。建立“刚
性化”督导考核机制，进一步完善考评
过程管理，以“舌尖上的安全”护航城市
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北京通州市场监管）

通州区打造食品安全首善之区

聚焦市场经营主体

1.标称沧州古丰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北京甄选乐民商贸有限公司经
营的地瓜淀粉（分装），霉菌和酵母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2.北京果果时代生鲜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第八分公司在美团（手机
APP）百菜宴（果果时代枣园店）销
售的红富士，敌敌畏不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3.通兴味诚（北京）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经营的江团鱼，五氯酚
酸钠(以五氯酚计)不符合国家相
关规定。通兴味诚（北京）餐饮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对 检 测 结 果 提 出 异
议，并申请复检；经复检后，维持
初检结论。

4.北京郁金香七彩 生 鲜 果 蔬
便 民 超 市 有 限 公 司 经 营 的 韭
菜 ，腐 霉 利 不 符 合 食 品 安 全 国
家 标 准。

5.北京醉火宴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经营的梭子蟹（海水蟹）、皮皮虾
（海水虾），镉(以Cd计)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6.北京门城物美商城有限公
司 物 美 新 隆 分 店 经 营 的 鲜 羊 后
腿，恩诺沙星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7.北京亿亩园商贸有限公司在
美团（手机APP）菜大全（回龙观店）
销售的韭菜，克百威不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8.北京蜀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的鮰鱼，恩诺沙星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本报讯 自2022年7月1日起，
北京市食品（除特殊食品、婴幼儿
辅助食品、食盐）和食品添加剂生
产许可事项由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调整至各区市场监管部门，对低风
险食品生产许可实施告知承诺制。

新规实施后，海淀区市场监管
局及时启动食品生产许可相关工
作，依法依规受理申请。近日，海
淀区一家糕点食品生产企业，通过
全流程网办业务系统，提交延续和
变更食品生产许可证的申请。海
淀区市场监管局严格按照时限和
流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包括审核
申请材料、现场核查、批准审定等
一系列线上和线下工作流程。7月
19日，新规颁发后海淀区第一张食
品生产许可证诞生。

自新规定实施以来，海淀区市
场监管局严格落实许可相关工作
要求，同时向企业详细解释相关规
定，确保许可工作不断档、许可标
准不降低。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

海淀区全程电子化审批完成食品生产许可证

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立足市场监管职能，会同市政务服务
管理局正式印发《深化“证照联办”改
革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在
全市范围内推动“证照联办”场景再
拓展、服务再升级，进一步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最大限度释放市场主体
活力，营造高效便捷、“快入准营”的
市场环境。

“证照联办”一改以往证照“多表
申请、多窗受理、多次跑动、串联审
批”的传统办理模式，允许市场主体
在办理营业执照登记时，一并申请办
理相关经营许可事项。审批部门对
提交的证照办理申请实行“一次受
理、并联审批、同步办结”，一体化实
现“准入”又“准营”，在最大程度减环
节、减材料、减时限的同时，减少了企
业跑动次数，极大降低了市场主体制
度性交易成本。

《方案》在以往“证照联办”改革经

验的基础上，持续拓展了应用场景、创
新优化了服务方式、突出发挥了政策叠
加效应，为市场主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政策实惠。持续拓展“证照联办”应用
场景。在食品经营领域实行“证照联
办”的基础上，《方案》将“证照联办”模
式推广至医疗器械销售、药店、餐饮店、
饮品、超市（便利店）、书店、门诊部、民
办幼儿园、道路货运公司、道路客运公
司等10个场景，以“一次办好”为标准，
实现“一次填报、并联审批、一次办结”，
最大限度减少企业跑动次数。创新优
化“证照联办”服务模式。以企业实际
需求为导向，纵深整合业务环节，将“证
照联办”从开办扩展到变更、注销等企
业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实现“一设即
设、一变即变、一销即销”，推动市场主
体登记注册全生命周期“协同办”，满足
企业个性化经营需求。

此外，在全市开展“证照联办”改
革的基础上，《方案》放大政策叠加效

应，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重点区
域试点“证照联办”和“一业一证”叠加
改革。在“证照一次办”基础上，纵深
整合餐饮店、药店、美容美发店、电影
院等50个场景涉及的许可事项，将行
业准入涉及的多个许可证整合到一张
许可证上，“多证变一证”，逐步实现
“一照管准入，一证管准营”，大大提高
企业的准入准营效率。截至目前，经
开区已在26个新办、34个变更和25个
注销环节开展“证照联办”“一业一证”
叠加办理服务，餐饮店、小食杂店等场
景均已落地。

“证照联办”改革聚焦市场主体关
注度高、需求量大的行业场景，重塑业
务流程，精简申请材料，压缩办理时
间，减少跑动频次，最大限度实现了市
场主体开办、变更、注销及后续审批服
务“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极大
优化了企业群众办事体验。

（北京市场监管）

北京印发《深化“证照联办”改革工作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