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据北京市商务
局消息，近日，北京市疫情
形势严峻复杂，按照全市统
一部署，市商务局统筹抓好
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和商
务领域疫情防控工作。

近期，北京市蔬菜等商
品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从批发端看，近一周本
市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蔬
菜日均上市量保持在2.1万
吨，货源充足、交易稳定。
批发价、零售价同比均下降
15%左右。猪肉日均上市量
在300吨左右，批发价持续
下降，零售价保持稳定。鸡
蛋日均上市量在 400吨以
上，供应平稳，批发价和零
售价均呈下降态势。粮油
市场购销有序、库存充足。

从零售端看，商超门
店、直营直供及生鲜电商企
业已按照平时3~5倍的量进
行备货，对末端供应畅通高
度重视，部分门店因疫情防
控原因短暂闭市后，都能通
过快检快解等措施，及时恢
复经营，企业也通过及时调
配员工、增加运力等，保持
末端整体供应稳定。

为统筹做好市场供应
和疫情防控工作，市商务局
多措并举，确保本市生活必
需品供应稳定、渠道畅通、
价格平稳。

一是持续抓好货源供
给。组织新发地等主要农
产品批发市场与主要货源
地加强对接，特别是增加群
众需求量大、购买频率高的
大路蔬菜调运力度。指导
组织批发市场、连锁超市、
直营直供店和电商平台等
加大产地直采，多渠道稳定
供货。指导重点供应企业
按照目标抓好货源组织，加
大上市量和储备量，确保完
成生活必需品每日货源组
织目标，并帮助企业及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二是强化末端供应保障。近期，各大商
超都积极加大货源调度，保供应稳价格，稳定
市场信心。门店实现3到5倍备货，全力做到
不断档，不断货，保障线下主渠道经营有序，
价稳量足。全市15家重点蔬菜直通车企业
356辆备案蔬菜直通车。

三是确保货运车辆运输畅通。及时为进
京货运车辆办理“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
证”，市商务局、市粮食储备局、市农业农村局
共核发有效期内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
5757张。开发批发市场保供车辆预约平台，
对进场车辆及时进行预约办理。

四是确保线上消费整体运行平稳。为满
足市民线上消费需求，鼓励重点电商平台按
照日常3~5倍加大备货量，要求前置仓等保
供场所应开尽开，涉疫关停的原则上24小时
内处理完毕、重新开放，多措并举保障货品供
应充足。同时，多渠道恢复外卖配送运力。

五是继续实施政策保障。市商务局继续
实施批发市场免进场费补贴政策，我市批发
市场免除蔬菜和5种水果进场费工作已自11
月16日起实施，通过降低经营商户进场交易
成本，提高商户从产地向本市组织调运蔬菜
水果的积极性，吸引外地货源进京。本市自
10月15日起组织投放政府储备猪肉，现已完
成阶段性投放任务，截至目前已累计销售近
600吨，有效稳定了猪肉供应和价格。

下一步，市商务局持续会同相关部门，
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稳定。 （北京交通广播）

首都食品安全2022年12月9日 星期五
E-mail：tougao_cfs365@126.com热点关注

责编：张华清 版式：纪磊

03
统
筹
抓
好
生
活
必
需
品
保
供
稳
价
和
商
务
领
域
疫
情
防
控

本报讯 2022年，北京市市场监管
局积极探索“互联网+”监管创新，在精
准监管定位、提升治理能力上深耕细
作，搭建了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系
统，并形成北京市场监管部门《通用型
企业信用风险分类指标体系（第一
版）》运用于日常监管，大大提升了监
管的精准性、有效性。

将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运用在
“双随机、一公开”工作中，对不同类别
企业采取不同的检查比例和频次，减
少对低风险和较低风险企业打扰，营

造“无事不扰”的营商环境。今年以
来，我市对信用风险较高以上主体开
展联合抽查，问题发现率明显提高，监
管效能显著提升。

开展专业领域信用风险分类监
管。市市场监管局建立了食品生产企
业信用风险分类指标体系（1.0版），通
过科学划分食品安全静态风险因素、
动态风险因素和企业信用风险因素分
值占比，按照合理比例原则确定本市
食品生产企业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
精准监管。以丰台区为例，全年监督

检查工作量明显下降，企业问题发现
率显著提高，有效提升了监管效能。

探索开展动态监测预警，提升防
范风险能力。市市场监管局建立了企
业信用风险监测预警清单，从指标体
系中选取若干与监测对象关联度高的
重点指标项开展监测，监测结果输出
至各监管部门，推动监管关口前移。
同时梳理形成企业全景信息视图、企
业族谱关系网络，通过提取风险特征、
开展数据关联，形成以企业为唯一标
识的风险特征主题库，助力日常监管。

本报讯 陈琳 12月5日，北京市市
场监管局发布《进一步规范市场价格
行为的提醒告诫书》（以下简称《告诫
书》），再次重申，各相关经营者不得对
粮油、肉、蛋、菜、奶等民生商品和口
罩、抗病毒药品、消毒杀菌用品、相关
医疗器械等防疫用品囤积居奇、捏造
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

《告诫书》要求各有关经营者，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
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规定，
加强价格自律，树立依法经营、诚实守
信、公平竞争意识，建立和完善内部价
格管理机制和纠错机制，及时妥善处
理价格纠纷。

要求认真落实明码标价相关规
定。销售商品应标明品名、价格、计价

单位等信息。提供服务的经营者应标
明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和价格或者计
价方法等信息。经营者通过网络等方
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应当通
过网络页面，以文字、图像等方式进行
明码标价。标价要做到真实准确、货
签对位、标识醒目，价格变动要及时调
整。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
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不得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
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
营者与其进行交易。防止出现虚假
优惠折价、不履行价格承诺等价格违
法行为。

要准确记录与核定商品和服务的
生产经营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
理的商品和服务。不得对粮油、肉、

蛋、菜、奶等民生商品和口罩、抗病毒
药品、消毒杀菌用品、相关医疗器械等
防疫用品囤积居奇、捏造散布涨价信
息、哄抬价格。

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
害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
得有排除、限制竞争的价格垄断行为。

各卖场、商场、市场、网络交易平
台等交易场所提供者应加强对场所
（平台）内经营者的规范和引导。

各有关经营者要认真对照上述要
求，及时开展自查自纠。全市各级市
场监管部门将加强对重点环节、重点
领域价格执法检查，紧盯投诉举报线
索，依法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对
情节恶劣的典型案件，将依法从重处
罚并公开曝光。

本报讯 王萍 近日，北京烹饪协
会、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发布关于落
实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的倡议
书。倡议书提出，各餐饮企业、会员单
位及相关机构要全面建立食品安全风
险防控的动态管理机制，制定食品安
全风险管控清单，建立对食品安全总
监、食品安全员的激励机制。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企业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
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60号令）。北
京烹饪协会、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方

面表示，食品安全关系到首都市民的
身体健康，也关系到食品产业的生存
与发展，企业负责人是食品安全的第
一责任人。

倡议书中提出，各餐饮企业、会员
单位、相关机构要全面建立健全食品
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
建立企业主要负责人负总责，食品安
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分级负责的食品
安全责任体系。为食品安全总监、食
品安全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教育
培训和岗位待遇，充分保障其依法履

行职责。建立对食品安全总监、食品
安全员的激励机制，对工作成效显著
的应给予表彰和奖励。

倡议书还提出，全面建立食品安
全风险防控的动态管理机制，制定食
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根据企业实
际，合理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
调度的工作机制。对发现的食品安
全风险隐患，应当立即采取防范整治
措施，按照程序上报。进一步强化全
员风险意识、全过程责任意识、全链条
管控意识。

强化数字赋能 推进精准监管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不断提升市场监管智慧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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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提醒告诫书：

进一步规范市场价格行为

北京两协会倡议餐企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本报讯 陈强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
政府印发《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
商务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22—2024年）》（以下简称《行动
计划》），提出实施商业品牌塑造工程，
激发商圈发展新活力，建设一批新型
消费商圈。

在建设一批新型消费商圈方面，
《行动计划》提出，打造多主题运河商
务区商业板块，除了远洋乐堤港，还要
加快建设运营新光大中心、富力广场
等商业项目，构筑消费新地标。围绕
北京环球度假区，城市副中心将打造
集科技、休闲、娱乐、商业为一体的文

化旅游综合体，建设“运河+环球”国际
消费体验区。

城市副中心一批传统商圈也将迎
来提质升级。领展购物广场、家乐福
所在的九棵树商圈，目标是建设满足
区域居民日常消费需求的地区级生活
圈；通州万达所在的北苑商圈，将构建
城市副中心现代活力枢纽型商圈，不
断增强商圈凝聚力和辐射力。此外，
国泰百货、武夷华联购物中心等商场
将按照“一店一策”转型升级，增加高
品质商品和生活服务供给。

运河商务区、特色商圈等区域还将
大力发展首店经济，加快引进和开设国

内外品牌亚洲首店、中国（内地）首店、
北京首店、通州首店，建设具有国际水
准和全球影响力的品牌消费打卡地。

《行动计划》鼓励城市副中心夜间
经济发展，激发消费活力。对标国际，
将环球城市大道打造成为“夜京城”特
色地标；在九棵树东郎电影创意产业
园、宋庄小堡等街区创新餐饮、休闲娱
乐等业态模式，形成夜间消费场景；支
持北京华联、领展购物广场等购物中
心发展深夜食堂，打造2-3条“深夜食
堂特色餐饮街区”；利用运河商务区地
下空间和地上滨水型空间，打造夜间
经济街区、运河夜游消费带。

3年内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建设一批新型消费商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