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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楠 2023年春节即将到来，
为使消费者度过祥和、舒心的传统佳节，
市场监管部门开打“组合拳”，营造良好节
日消费环境，助力消费经济回暖。从北京
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节日期间，市场监
管部门将畅通投诉举报等各类诉求反映
渠道，保障诉求办理力量，确保诉求“及时
办、高效办”。

为避免节日期间发生缺斤短两、使用
作弊秤等坑害消费者的计量违法行为，东
城区市场监管局节前对商场超市、农贸市
场、餐饮店、加油站、眼镜制配场所等351
家开展计量专项执法检查，检查计量器具

509台（件）。经检查，各经营商户在用计
量器具均在检定有效期内，未发现存在使
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情况。

节前，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特别加大了
对年夜饭供餐企业、超市、市场等食品经
营单位的监督检查力度，指导企业做好年
夜饭供餐准备，规范促销广告用语。朝阳
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监督管理科副科长郑
菲表示，节日前夕，将重点加大对年夜饭
供餐企业的巡查，指导企业加强进货查
验，提前做好年夜饭供餐准备，防范食品
安全风险。

为守护好百姓“菜篮子”，海淀区市场

监管局近日对锦绣大地批发市场开展节
前专项抽检。执法人员采用“随机抽查、
重点检查”的方式，对市场内经营商户所
销售的食品存放条件是否符合要求、环境
消杀安全措施是否到位、索证索票制度是
否落实到位等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同时，
食品安全检验机构工作人员对节令性食
品开展了随机抽检。此次共抽检食品样
品25批次，未发现相关问题。

连日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来到商
超、农贸市场等地，对零食大礼包、饮料酒
水等在售商品的条码信息进行检查。执
法人员提示，消费者购买商品前可通过微

信搜索“国家食品（产品）安全追溯平台”，
扫描商品上的条形码即可查询并核对厂
家信息和商品信息，若发现商品信息与包
装上信息不一致，请不要购买，并截图保
留好证据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节日期间，本市将加强市场监管领域
“接诉即办”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统筹调
度，畅通投诉举报等各类诉求反映渠道，保
障节日期间诉求办理力量，确保诉求及时
办、高效办。同时，围绕年货采购、就餐、网
购、家政清洁、预付式消费等节日消费热点
领域及相关消费维权问题，提示消费者科
学、理性、绿色消费，注重消费安全。

本报讯 万晓东 针对婚宴餐饮浪
费问题，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联合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召开线上研讨会，
相关协会和部分餐饮单位通过线上形
式参会，经过充分研究、讨论，找到了
切合餐饮单位实际、切实管用的针对
性措施，形成了破解婚宴浪费的“六步
法”措施：第一步，设置“光盘行动”标
识，餐饮服务单位在就餐场所醒目位
置设置“光盘行动”标识，宣传营养膳

食知识，营造崇尚节约的浓厚氛围。
第二步，审核宴会菜单，承接婚宴

的餐饮服务单位，及时对接婚宴承办
方，认真审核宴会菜单，调整超量菜
品，适应消费需求。

第三步，配齐公勺公筷，为每位就
餐者提供一套公勺和一套自用筷，公
筷公勺的颜色或形状明显区别自用筷
（勺），使“分餐制”成为婚宴标配。

第四步，提供拆分服务，服务人员

将整鱼、整鸡等消费者不便拆分的餐
品摆放到餐桌后，随即进行拆分，方便
就餐人员取餐、食用。

第五步，为剩餐打包，消费者就餐
完毕后，服务人员立即提示消费者将
剩余餐品打包带走，避免餐食浪费。

第六步，鼓励奖励“光盘行动”消
费者，鼓励餐饮服务单位，针对自己的
经营实际，对实施“光盘行动”的消费
者给予奖励或者优惠。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消费环
境建设工作能力，营造良好市场消
费环境，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组
织召开北京市市场消费环境建设联
席会议联络员工作会暨落实预付卡
新规推进会，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负
责有关工作的联络员参加会议，会
议通过视频形式进行。

会议简要总结了 2022年全市
消费环境建设主要工作及《北京市

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实施进展
情况，对预付卡新规宣贯、配套制
度建设、执法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初步确定了 2023年联席会议重点
工作安排：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围绕 12345热线、新闻
媒体反映的消费环境领域相关市民
诉求，采取针对性措施主动治理，
集中力量解决一批市民关切的热
点难点问题。二是加快完善《北京

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相关配
套制度，落实备案、资金存管、合同
示范文本推广应用等管理措施，强
化日常监督检查，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三是积极培育科学、健康、
理性的消费理念，提高社会公众对
消费环境建设工作的知悉度和参
与度，开展好“3?15”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活动，提高消费环境建设共治
水平。

进一步提高市场消费环境建设工作能力
北京市市场消费环境建设联席会议联络员工作会暨落实预付卡新规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2022年的最后一个工作
日，“北京强知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地
铁便民分店”经办人弓女士焦急地打
来了求助电话，“我们需要在地铁便
民分店执照上同时加载丰台、西城、
海淀三个区6个地铁站便利店地址，
我们之前准备材料了很久，希望今天
就能办理完成。”“您别着急，通过e
窗通平台直接申请一照多址备案，现
在您登录e窗通，……”工作人员耐
心地指导弓女士进行填报，一个小时
后，业务就办理完成了涉及丰台区、
西城区、海淀区三个区6个地铁站便
利店的营业执照，同时进行了预包装
食品销售备案！“我们感受到了行政
审批的新速度，为我们疫情后复工复
产打了强心剂！”弓女士说。

近年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贯彻
落实市政府有关工作部署，聚焦住所

登记这一关键环节，持续提升登记注
册便利化水平，升级“一照多址”服务
模式，针对地铁住所证明材料规范统
一的特点，允许地铁便利店采用“一
市一照”模式办理登记，即在全市范
围内一本营业执照可跨区登记多个经
营场所，为分支机构较多的连锁企业
免去频繁更换、新办营业执照的麻烦。

2022年，市场监管部门新开通了
“一照多址”线上办理渠道。符合条
件的连锁企业选择北京市企业服务e
窗通平台（简称“e窗通”平台）申请办
理的，通过“法人服务”登录后，进入
“主体变更”或“主体备案”模块，选择
填报“一照多址”相关信息后，可选择
全程电子化方式申请办理登记。系
统生成电子申报材料，经电子签名提
交至登记机关审核。

企业和社会公众可使用电子营

业执照小程序（或App）、微信、支付
宝、百度等移动端扫码查看“一照多
址”信息。同时，“e窗通”服务平台
“公示公告”专栏新增“一照多址”信
息公示功能，同步公示“一照多址”信
息，解决了“营业执照副本过多”“经
营范围字数有限”“营业执照更换频
繁”等实际问题。

同时，本市食品经营备案（仅销
售预包装食品）已纳入“多证合一”登
记改革，从事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食
品经营者取得“一照多址”营业执照
后，根据经营需求，均可通过“e窗通”
平台为连锁门店办理备案业务。

下一步，该局将继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加快提升市场主体登记便利
度，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企业和
办事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满意感。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处）

本报讯 按照《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评价与管理办法》有关要求，为进一步巩
固和提升创建成效，自 2022年 11月中旬
起，北京市食安委办组织第三方机构，对
照《国 家 食 品 安 全 示 范 城 市 评 价 细 则
（2021版）》有关规定，对全市16个区开展
创城跟踪评价。

跟踪评价期间，通过拦截调查、入户调
查、网络问卷等形式，兼顾不同收入、职业、
学历、年龄和性别等比例，发放并回收群众
食品安全满意度和创建知晓率问卷调查
10406份。通过明查暗访方式对各区餐饮
服务单位、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
场、小餐饮和食品超市（便利店）等多种业
态类型进行现场评估，累计检查点位2584
个。经过综合评价，16个区持续符合创建
各项标准，食品安全群众满意度平均得分
88.44分，较2021年提升2.16分。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本报讯 庞婷 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获
悉，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国家
级农业农村领域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北
京市有7个项目入选，包括国家农业标准化
示范区项目5项和全国农村综合改革标准
化试点项目2项，项目分别位于顺义区、怀
柔区、平谷区和大兴区。

北京市本次立项的项目紧密结合首
都城市功能定位、围绕首都农业农村建设
特点，建设重点涵盖了种质资源保护与繁
育、数字农业、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及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项目包括国家园
林绿化苗木种质资源保护与繁育标准化
示范区、国家西甜瓜高效工厂化育苗标准
化示范区、国家数字桃园标准化示范区、
国家肉鸽良种繁育标准化示范区、国家蛋
种鸡物联网养殖标准化示范区、北京市平
谷区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农村户用
光伏建设）和北京市怀柔区农村综合改革
标准化试点（农业社会化服务）。这些项
目的成功立项将充分发挥标准化项目的
辐射带动和行业示范作用，助力北京市打
造“种业之都”，建设农业“中关村”，引领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助推北京市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

该批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建设期限3
年，从2023年1月至202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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