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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为深入推进“接诉即办”工作
部署，深化“无事不扰、无微不至、无处不
在、管服一体”的海淀市场监管模式，展示
“西区企业精神”，更好地开展消费者权益
保护工作，切实做好“接诉即办”这项民生
工程，10月19日，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组织
召开了中关村西区企业九月“接诉即办”
点评会。相关业务科室、属地市场监管所
以及辖区多家企业参加会议。

会上，各相关科室和属地市场监管
所对辖区企业九月“接诉即办”工作的
成绩进行了梳理，同时总结各企业的创
新举措。随后，获奖公司现场进行了经
验交流，介绍了先进的经验和优秀的运
营方式。最后，各科室工作人员对各企
业的特点和问题进行点评，并提出建设
性意见和解决方案。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此次点评
会的初衷是相互交流好的工作方法和
经验，在“接诉即办”这项民生工程中，
营造“比学赶超”的氛围，促进共同进
步。充分发挥西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彰显维护消费权益的“西区企业”精
神。成绩代表曾经，态度决定未来，借
此机会，鼓励全区企业以此为契机，提

升“接诉即办”的办理效能，争取在今后
的工作中做好做强。

随着“接诉即办”工作的不断深入
开展，建立起政企之间科学的沟通机制
和长效的发展机制尤为重要。下一步，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将紧扣“评”字，结合

问题、办法、目标、结果等多维度完善考
评机制，以“接诉即办”为抓手，深入挖
掘百姓之所急，企业之所困，实现以
“评”促管、以“评”促改，做好“为民服
务”的民生工程。

（北京海淀市场监管）

本报讯 为进一步保障重大活动期间辖
区百姓安全，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安
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丰台区丰台街道市场监
管所主动服务，密切部署，紧盯疫情防控、食
品药品、特种设备等三个方面，扎实筑牢辖
区安全监管根基。

一是强督促，查隐患，守护“入门关”，筑
牢疫情防控战线。全覆盖不间断开展“五类”
以外市场主体疫情防控检查，持续强化进返
京人员风险管控，督促各单位严格落实测温、
扫码、戴口罩等“四查两问”措施，加大农贸市
场、大型商超、餐馆等“放大器”场所检查力度，
严格督促冷链从业人员定期核酸检测，切实
织密疫情防控网。

二是抓重点，严执法，守护“菜篮子”，筑
牢食品药品安全战线。重点针对销售水产
品、肉及肉制品、酒类、糕点、婴幼儿食品、药
品等经营主体严查食品经营单位的持证、环
境卫生、人员健康体检、食品进货台账以及
索证索票落实情况，严厉查处销售“三无”、
过期食品等违法行为。

三是细排查，防风险，守护“直扶梯”，筑
牢特种设备安全战线。对辖区大型小区、超
市、宾馆及商场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电梯安
全专项检查，重点检查辖区在用电梯的注册
登记、定期检验、按期维保、安全管理人员和
维保人员相应资质、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应
急救援预案和应急救援演练制定和开展以
及电梯轿厢内张贴安全检验合格标志、安全
注意事项与警示标志等情况。

（丰台市场监管）

本报讯 王薇 潘若莼 连日来，通州区市
场监管局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密度频次，对农
贸市场、“五类”之外市场主体及进口冷链食
品等重点场所、重点点位、重点环节的疫情
防控进行不间断检查，确保疫情防控工作各
项要求落实到位。

10月15日，北苑街道市场监管所的4
名执法人员来到永辉超市（通州万达店），
在进口水产品专卖区域，市民正在选购进
口三文鱼片。执法人员通过移动执法终端
对货柜上的“北京冷链”二维码进行扫描，
移动执法终端的显示屏上立即弹出了商品
的生产日期、原产地、检验检疫证明、核酸
检测证明等详细信息，与商品标签上的信
息一一比对确认相关信息准确无误。北苑
街道市场监管所所长骆洪安介绍。目前，
辖区所有的食品销售企业均能做到进口食
品与国产食品隔开，专区存放、专区售卖。
所有的进口冷链食品均能通过“北京冷链”
溯源码追根溯源。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万达金街，对这里
的“五类”之外市场主体疫情防控工作进行
检查。执法人员走进一家奶茶店，向店长
索要了近三日扫码测温记录台账，要求该
员工当面打开“健康宝”小程序检查该名员
工的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情况，并叮嘱店长
要严格落实好店内工作人员的每日信息登
记，按时做好核酸检测。据介绍，通州区市
场监管局采取“昼巡夜查”的方式，对辖区内
“五类”之外市场主体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多
轮次检查，防止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
情况发生。当天，执法人员除了检查商家的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还进入奶茶店原料
库房，对商家使用的果汁原浆、食品添加剂
的进货来源、生产日期及保质期等情况进行
详细检查。 （北京通州市场监管）

通州区加大市场领域
执法检查密度频次

丰台区丰台街道开展
重大活动期间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 王薇 食品生产企业实施
“一品一码”，是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提
升食品安全整体水平，实现“从农田到
餐桌”全过程追溯的重要一环。无论
是对企业自身，还是对消费者都具有
十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北京市昌
平区市场监管局持续加强食品生产、
流通、消费全过程溯源监管，鼓励、支
持并辅助食品生产企业采用先进技术
和先进管理规范，加快推进产品“一品
一码”落地，不断推动昌平区食品安全
水平的提升。

昌平区有食品生产企业57家，涉
及糕点、肉食制品、桶装水等23种食品
种类，经过近些年的努力探索，截至目
前，在产的43家食品生产企业的产品
初步实现了“一品一码”。

最初的“一品一码”建设从哪个类
别入手的，又是如何推广的？“辖区有部
分企业在‘一品一码’建设方面已经具备
较好的基础，对于这类企业，我们将其作

为范本，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重点推
进。而对于其他企业，则需要从零开
始。”昌平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科科长
王辉说。

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稻香村”）是昌平区最大的
食品生产企业，企业早在2017年就建
立了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经过近年来
的发展升级，目前，该公司实现了全品
类产品批次追溯和礼盒产品溯源防
伪，系统功能也实现了管理者的正向
追踪、消费者的反向溯源及物料平衡
管理。为方便其他企业学习借鉴先进
经验，昌平区市场监管局专门组织现
场交流会，邀请技术开发人员和稻香
村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电子追溯系统
和智慧云管理平台情况；围绕电子追
溯系统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应用等问
题，与会食品生产企业展开了深入交
流和讨论。

不仅如此，昌平区市场监管局还将

目光锁定了辖区内的桶装水生产行
业。王辉说：“桶装水生产原料单一、工
艺简单、市场假冒风险高，但其技术改
造成本低，所以我们决定首先在该行业
对‘一品一码’进行重点推广。”

昌平区共有景田、宇亚、天周、水优
美、居庸关、燕峰给水、益生泉7家桶装
水生产企业，由于每家企业情况不同，实
际推广难易程度不一。北京景田食品饮
料有限公司是桶装水的大户，很难通过
人工贴码的方式实现追溯防伪。“针对这
种情况，我们多次进行调研，组织企业与
技术开发公司不断讨论研究，最后完成
了技术上的升级改造。”王辉介绍，2021
年11月，昌平区桶装水生产行业实现全
行业产品“一品一码”落地。“一品一码”
不仅实现了食品安全电子追溯，还帮助
桶装水生产行业解决了多年以来假冒伪
劣产品泛滥的难题。在此基础上，昌平
区市场监管局将“一品一码”建设经验在
各食品生产企业中推广。

昌平区食品企业初步实现“一品一码”

本报讯 为提升餐饮业质量安全水
平，强化企业自律和社会共治，石景山
区市场监管局坚持“精准监管、信用监
管、社会共治、优化服务”四位一体理
念，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和信用
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和应用，依托智慧监
管平台数据库进行食品安全信用量化
评分，精准推动餐饮单位自查和执法检
查任务，不断实现监管和服务效率的双
提升。

一是积极动员，安排部署。研究
制定《关于推进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的
工作方案》，多次组织召开智慧监管
平台推进工作调度会、培训会。组织

监管人员、餐饮服务单位、网络订餐
第三方平台以及技术服务单位等开
展多方交流，学习相关文件及规范要
求，调动广大餐饮服务单位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推动“智慧监管”平台建设
有序进行。

二是全面推进，贯彻落实。循序
渐进推进智慧监管平台工作，由易到
难，由大到小，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制
定实施措施。高效推进连锁餐饮企
业入驻“智慧监管”平台，并形成示范
效应，有序完成“互联网+明厨亮灶”
建设，实现餐饮单位后厨24小时实时
直播，倒逼餐饮单位规范餐饮服务操

作行为，降低食品安全问题发生率。
自 2022年 4月 1日全区范围推广至
今，石景山区1797户餐饮单位入驻智
慧监管平台，超过全区餐饮单位总数
的85%。

三是深化发展，实现共赢。在开展
智慧监管平台推进工作过程中，各市场
监管部门相关科室及时“回头看”，总结
工作开展情况，分享工作经验，反馈工作
建议与意见，增强部门协调与沟通，在推
进平台优化发展中实现了监管服务效能
的提升，形成了平台建设发展成熟、餐饮
单位规范经营、监管效能稳步提升的良
好共赢局面。 （石景山市场监管）

石景山区不断实现监管和服务效率双提升

海淀区以“评”促“管”
切实推进“接诉即办”工作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召开中关村西区企业九月“接诉即办”点评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