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北京柿利康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巧
克力脆皮冰淇淋，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2.北京育芳立彪蔬菜经营部经营的芹
菜，毒死蜱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3.北京京客隆首超商业有限公司门头
沟新桥店经营的河鲈鱼，恩诺沙星（恩诺
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4.北京聚鑫尚客坊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使用、消毒的粥碗，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大肠菌群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该公司使用、消毒的
汤碗，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
磺酸钠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5.北京大维老地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的韭菜，腐霉利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该公司经营的鲤鱼，孔雀石绿不符
合国家相关规定，地西泮不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6.特想（北京）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丝
味红糖糕、丝味小面包，菌落总数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通告

9批次食品
抽检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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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检了粮食加工品，乳制品，食用农产品，糕
点，冷冻饮品，餐饮食品6类食品7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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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5批次，不合格
样品9批次分别为食用农产品不合格样品4批
次；糕点不合格样品2批次；冷冻饮品不合格
样品1批次；餐饮食品不合格样品2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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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经报请国务院食品
安全委员会批准，国务院食品安全办
正式命名北京市东城区等全国29个
城市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东城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各
成员单位全面落实创建指标，全力开
展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
从组织保障、基础夯实、社会参与、宣
传推广、示范引领五个维度出发，推
动形成食品安全共治共享的良好工
作局面。积极推动建立“上下统一、
责任明晰，运行高效、保障有力，无缝
衔接、全程监管，符合实情、科学合
理”的食品安全监管格局。

一是加强组织保障，举全区之力
推进创建工作。自创建工作开展以
来，制定《北京市东城区创建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工作方案》，成立创建工
作领导小组，由区政府主要领导挂帅，
31个成员单位共同参与，并设立创建
办公室和工作专班，牵头推进落实创
建各项工作，及时听取工作进展汇报，
分析解决问题，确保每项工作和每个
指标都有单位管、有具体人抓。

二是夯实工作基础，借创建之机
提高治理能力。以创建为契机，全面
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建设，不断夯
实食品监测抽检、校园食品安全、接诉
即办、专项整治、社会共治等优势项目
基础，充分挖掘校园食品安全监管、重
大会议活动保障、“2+2+X”学校食品
安全视导、医疗机构“哨点”等工作创
新亮点，积极提升应急处置、执法办
案、风险交流、科技支撑等监管能力建
设，不断推进食安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是引导社会参与，集百姓之智
营造共治氛围。2014年起东城区就
组建食品安全监察员、信息员队伍，
依托街巷长工作制，将监管触角延伸
至社区街巷。2017年起全国首创在
微信公众号开通“你点我检”信息直
通平台，实现“百姓点需求、政府检质
量、网上看结果”的互动抽检模式。
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检
查，为食品监管工作建言献策。加强
与新闻媒体合作，积极回应社会关
切。注重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老字
号企业示范带头作用，营造诚信自

律、食安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
四是加强宣传推广，聚全民之心

形成共享局面。以人民满意作为工
作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创
城”宣传片、海报、食安桌签、主场宣
传活动等方式，打造形式多样、影响
广泛的“创城”宣传活动，让百姓群众
切实感受到“创城”带来的变化，为在
全区营造浓厚的“创城”氛围蓄力，扎
实提升民众知晓率和获得感。

五是发挥示范引领，谋创新之路
赋能食品监管。东城区一直积极探
索大市场工作格局下的食品安全监
管有效路径，积极转变监管思维、监
管方式，整合优化信息化资源，突出
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在市场准入、日
常监管、档案管理、事权划分等方面，
强化机制保障。随着近年来工作积
累和探索，东城区在重大会议活动保
障、校园食品安全监管、队伍建设、食
品安全培训、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社
会共治等方面，不断在理念、制度和
实践层面进行创新，主动破解监管挑
战，形成了“东城经验”。（北京东城）

本报讯 当前首都疫情呈现多点多面的发展态
势，社会面隐匿传播风险持续增加，疫情防控处于
关键时期。11月12日，西城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
记、局长李志诚来到德胜街道检查市场主体疫情
防控工作。西城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安全监管
科、德胜街道市场监管所负责人参加检查。

检查组一行先后走访了教场口、双旗杆、裕中
东里及西里等重点区域，检查街边七小门店市场
主体营业及防疫措施落实情况，了解便民场所内
生活必需品供应及价格波动，并慰问周末坚守在
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

李志诚强调，一是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
关键阶段，要密切关注辖区及周边疫情防控形势，
锁定重点风险点位，督促市场主体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要求。

二是继续加大监督管理力度，从严从紧督促
市场主体落实扫码、测温、从业人员核酸检测、应
用防疫二合一设备等主体责任。

三是基层市场监管所要加强协同联动，积极
支援属地街道和疾控部门落实各项防疫工作，不
打折扣、克服困难，争分夺秒阻断疫情传播，坚决
打赢疫情攻坚战。 （西城市场监管）

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北京市、朝阳
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朝阳区
市场监管局于11月14日至11月18日
开展为期五天的疫情防控大检查。朝
阳区市场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刘立
新召开专题党委会进行指挥部署并强
调，全局上下要充分认识当前严峻复
杂的疫情防控形势，坚定信心，以快制
快，坚决打好疫情防控主动仗。

“五天大查”开展以来，朝阳区市
场监管局44个市场监管所对辖区市
场经营主体持续开展疫情防控检查，
重点检查了农贸市场、批发市场、药
店等相关责任领域的市场经营主体
人员佩戴口罩情况、环境消毒情况、
健康宝及后台扫码情况、疫苗接种情
况、冷链食品进货查验制度等常态化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要求重点场
所经营商户严格落实24小时核酸检
验阴性证明查验制度，做到“逢进必
扫，逢扫必看”，对检查中发现的疫情
防控落实不到位问题要求立即整改。

同时，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下设14个疫情防控
督导组，对各市场监管所的重点疫情
防控工作开展实时督导，采取直接进
入点位督导的方式，对各所重点点位
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进行实地核

查。朝阳区市场监管局领导班子成
员分别带队深入辖区各街乡开展督
导检查，进一步压紧压实疫情防控工
作主体责任，确保“五天大查”工作落
实有效。 （北京朝阳市场监管）

朝阳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西城区检查德胜街道
市场主体疫情防控工作

东城区获得“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称号

丰台区发出首张直接变更经营者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本报讯 11月9日，在丰台区东

铁匠营街道市场监管所服务大厅，
市民杨佳皓接过营业执照，成为北
京刘家窑杨子小吃店的新经营者。
这是《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11
月1日实施后，丰台区发出的首张
直接变更经营者的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

因个体工商户财产权、经营权
的特殊属性，过去对变更经营者有
着较为严格的限制。11月1日实施
的《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调整
了变更经营者的方式，由原来的“先
注销、后设立”改为可以直接申请办

理经营者变更登记。北京刘家窑杨
子小吃店原经营者杨万勇因为年纪
大了精力跟不上了，一直想把店铺
转给儿子杨佳皓经营，但困于个体
经营者不能直接变更，要是先注销
再变更，感觉像是抹去了小吃店的
历史，觉得有点可惜，因此多次来东
铁匠营街道市场监管所希望工作人
员能给想想办法。11月 1日新政
后，东铁匠营街道市场监管所工作
人员主动给他讲解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可以变更以及需要携带的所有
材料。11月9日，杨万勇和杨佳皓
带着所有材料再次来到东铁匠营街

道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审核材料
齐全无误后立即进行了个体工商户
经营者变更，并为其发放了变更后
的营业执照。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直
接变更经营者的这一规定便利了个
体工商户财产权、经营权的转让，实
现了个体工商户变更经营者在成立
时间、字号、档案等方面的延续，既降
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也有利于个体
工商户的持续经营，有效节约了时间
成本、人力成本和制度成本，更好地
鼓励、支持个体工商户的发展。

（据《丰台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