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在食品生产领域，北京市
市场监管局推出多项食品质量提升标
准，促进北京市食品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推动食品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

出台全国首个食品生产质量提升
地方标准。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实施了
《食品生产企业质量提升指南》（DB11/
T1797）地方标准，指导生产企业建立基
于风险分析、信用体系、供应链管理和
全过程控制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

提升食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
联合市经信局制定《2021-2025食

品生产质量提升行动方案》。鼓励规模
以上企业打造首都食品质量安全文化，
构建诚信管理体系、积极推进食品智能
制造、绿色制造和先进技术改造；指导
中小微企业将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原理应用于生产全过程，有效预防、消
除和降低食品安全危害。

出台生产企业质量管理规范系列
标准。今年6月，市市场监管局发布

《食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规范 第1部
分 ：运 动 营 养 食 品 》（DB11/T
1992.1-2022），成为北京市出台的第一
部以食品类别为分类的质量管理规范
地方标准。

下一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将在乳
制品、白酒等重点食品领域建立高标准
质量管理规范，逐步完善首都食品生产
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推动京产食品向
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

（北京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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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今年以来，平谷区市场监管局
多次部署落实“守底线、查隐患、保安全”专
项行动，食品市场科结合夏季食品监管的
重难点，全面排查平谷区批发市场、农贸市
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严防严控食品安全
风险，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平谷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市场科充分
结合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北京市市场
监管局督查考评结果，加大东寺渠批发
市场、北大市场风险排查整改工作力
度，要求市场开办者落实主体责任，立
行立改，限期检查整改落实情况。

针对高温天气易引发的食品安全问
题，检查经营主体进货查验制度、亮照亮
证经营制度、食品销售记录台账等规范要
求落实情况，排查食品标签标识不符合标
准、超保质期、“三无”食品等方面存在的
风险隐患。

结合粮食购销领域专项整治行动，
严厉打击粮食购销领域价格、垄断、计量
等违法行为，有力维护平谷区粮食流通
市场秩序。 （平谷市场监管）

平谷区检查食品
经营单位产品安全

本报讯 为进一步落实朝阳区文明
城区创建工作，加强巩固朝阳区文明城
区创建成果，打造干净整洁的市场环
境，加强农贸市场检查力度，专班农贸
市场实地测评工作组分多轮对辖区内
农贸市场开展全覆盖检查。

检查人员围绕农贸市场文明城区
创建工作标准要求，深入市场、查找问
题，重点对场内环境卫生、索证索票、商
品明码标价、垃圾分类、消防通道、市场
“三包”责任区等市场规范落实情况进
行逐一核查。

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检查人
员要求农贸市场负责人立行立改，切
实把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摆在突出
位置，认真落实市场规范，建立高效工
作机制，强化问题整改，强化责任意

识，杜绝问题反复，确保环境干净、整
洁、有序。同时，将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与疫情防控、垃圾分类等工作有机融
合，全面推动问题能解决、环境更整
洁，为创建朝阳区文明城区工作奠定
坚实的基础。

8月 2日，食品市场科组织农贸
市场和属地市场监督所召开创建文
明城区视频会议，食品市场科科长高
伟主持会议，齐林枫副局长做了创建
文明城区工作动员，要求农贸市场和
属地市场所要高度重视，并要强化责
任担当，聚焦问题，高标准完成创城
工作。

会上，食品市场科史光福科长对创
城全部检查事项逐一进行了讲解，组织
学习了创建文明城区指标要求，要求各

市场所按照指标要求督促市场逐条逐
项核实核对，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第一
时间进行整改。

同时，就重点问题做出了特别说
明：门前三包区域停车、市场环境、占
道经营、食品安全等容易失分项目要
重点检查。市场主体要针对区创城
办反馈的问题举一反三，明确整改步
骤，认真进行整改。按照从市场内到
市场外，从容易到复杂，从软环境到
硬环境的整改步骤，把创建工作全环
节进行分解，建立创城长效机制，对
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自行整改。
要确保工作见实效，通过创城工作提
升农贸市场经营环境，让创城成果惠
及我区市民。

（北京朝阳市场监管）

朝阳区开展农贸市场全覆盖检查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市场监管总局
关于开展食品安全“守底线、查隐患、保
安全”专项行动部署，自6月20日开始，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科周密部
署，制定工作方案，组织各市场所积极
行动，对辖区内的食品生产企业逐一开
展专项风险隐患排查。

“两个紧盯”不放松，严查企业各类
违法行为。紧盯重点食品、特色食品、
节令食品，紧盯节假日、疫情期间等特
殊时段，区分不同时期食品生产特点开
展针对性安全监管。

建立“两个清单”，为企业的潜在风
险隐患“把脉会诊”。对辖区全部生产企
业食品生产安全风险隐患进行通盘梳
理，实行清单管理制度，分别建立“一企
一档”风险、措施、责任清单和“一品一
策”风险、措施清单，督促食品生产企业
按照清单内容，逐条分析研究，明确责任
部门、责任人员和完成时限，形成食品安
全风险防控“一本账”。截至目前，共检
查食品生产企业20余户次，监督抽检未

发现不合格产品，检查整体情况良好。
下一步，丰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生

产科将继续深入开展此项工作，持续加
大专项检查力度。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企业零容忍，进一步督促食品生产企
业落实主体责任，确保食品安全，坚决
维护丰台区食品生产安全稳定大局。

（丰台市场监管）

丰台区排查食品生产安全风险隐患

本报讯为进一步做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提升农贸市场的管理水平和文明
程度，8月2日，石景山区人大常委副主任
宁慧娟带队深入石景山区苹东市集实地
督导、检查农贸市场创城工作。石景山
区人大法制办副主任齐金艳、石景山区
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周开国陪同检查。

检查组一行查看了苹东市场疫情防

控、环境卫生、食品安全等情况，重点对市
场内部摊位摆放、商铺占道经营以及周边
环境卫生、停车秩序等方面提出具体整改
意见。宁慧娟指出，强化农贸市场管理，加
强环境卫生整治，是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的
重要一环。要压实工作责任，坚持问题导
向，加强查漏补缺，切实把创城各项工作做
实做细做到位；要建立常态长效机制，聚焦

市场内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举一反三抓
好全区各类农贸市场规范有序经营。

宁慧娟强调，创城已进入决战的关
键阶段，要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对标对
表，精准发力，全力以赴做好创城各项工
作，以最整洁的市场面貌和最昂扬的精
神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央年度测评。

（石景山市场监管）

石景山区提高农贸市场管理水平

本报讯潘若莼孟刚自7月1日起，北
京市市场监管局将食品（除特殊食品、婴幼
儿辅助食品、食盐）和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
事项下放至各区市场监管局办理。日前，
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发出了首张食品
生产许可证。

“现在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真的很
方便，不用再往市里跑，在通州就能解
决。”领到全区首张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企
业负责人许先生感慨道。许先生通过电
话咨询，他了解到在通州区就可办理食
品生产许可证，若是在网上提交所有申
请材料还可以全程网办，足不出户便能
领到许可证。许先生在网上提交了所有
申请材料，两天后，便拿到了新的食品生
产许可证。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科科
长马春宇说：“如果生产地址、生产场
所、涉及的食品类别、工艺流程、主要
设备设施等生产条件发生变化的，还必
须到企业进行现场核查。”据介绍，在
现场核查时，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会对企
业的各功能布局、生产环境、工艺流
程、食品安全管理各项制度、人员能力
水平等进行详细核查，确保企业符合食
品生产各项法规、标准要求，具备足够
的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能力。在日常监
管中，该局还会组织对企业开展监督检
查，对其生产的食品开展抽检监测，督
促指导企业落实好食品安全各项制度
要求。

据了解，为保障“证照分离”工作顺
利进行，食品生产许可事权下放“接得
住、管得好”，通州区市场监管局高度重
视此项工作，积极组织开展筹备，各部
门间高效协调联动。对所有食品生产
检查员进行了专题培训，并根据食品生
产许可相关规定，和通州区生产环节食
品安全工作具体情况，专门制定了《通
州区食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试行）》。
实际工作中，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还积极
推广网上办理，依托电子化系统实现
“足不出户”全程网络办理，真正做到让
企业零跑路。

通州区发出首张
食品生产许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