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过您的讲解，属地街
道、社区两级包保干部对谁来包、包什
么、怎么包，对如何督促企业落实主体
责任，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
度’管理制度等一项项任务清单事项
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为我们包保责
任制的落实指明了工作方向”。这是
东城区食安办近期走访辖区街道办事
处指导食品安全“两个责任”落实的现
场反馈。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是落实食品安全
“两个责任”工作机制全覆盖的关键
之年。开局关乎全局，春节一过，东
城区食安办积极发挥牵头作用，以
“两个责任”落实落细为目标，通过培
训宣讲、走访座谈、现场指导、电话交
流等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因地制
宜，压紧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压
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提升辖区食品
安全治理能力。

头雁领航，层层推动落实。一是

确定5位区级领导作为A级包保干部，
负责督导辖区食品流通总部、集体配
餐单位、重要会议保障单位、网络第三
方平台等重点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二
是辖区17个街道主要领导、分管食品
安全领导均作为B级包保干部，以党
政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带头包
保，形成主要领导牵头抓，分管领导亲
自推的工作格局，层层签订“承诺书”，
推动食品安全属地责任在各街道、社
区落地见效。

强化培训，夯实工作基础。一是
培训指导促落实。制发食品安全“两
个责任”相关工作通知和指导10余期，
细化各项工作任务。组织街道和辖区
企业开展专题培训，重点讲解任务清
单，明晰工作要求和任务要点，让各级
包保干部在实际开展督导中，查得清，
督得准，确保督导顺利开展。二是实
地指导保落实。监管人员利用春季开
学季深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面对面、
手把手指导企业建立“日管控、周排

查、月调度”工作机制，确保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三是宣传教育抓落
实。制作万余张“两个责任”宣传海
报，张贴于辖区各商场超市、餐饮单
位、特殊食品企业，营造辖区良好舆论
氛围，并利用东城市场监管公众号向
辖区监管对象和群众宣传食品安全
“两个责任”工作。

突出优势，聚焦校园食安。东城
校园作为各项食品安全政策先行先
试的“前沿阵地”，已将具备供餐规
模、应当配备食品安全总监的106个
校（园）区纳入第一批试点校园，推进
定人定岗、线上注册，形成校（园）长、
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三级管理
责任制。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东城区将积
极发挥区和街道两级食安委作用，加
强属地监管和部门监管的有机结合，
全面开展食品安全督导检查，做好食
品安全服务保障工作。

（北京东城市场监管）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通告

8批次食品
抽检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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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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抽检了茶叶及相关制品，速冻食品，罐
头，食用农产品，肉制品，餐饮食品6类食品
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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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批次，不合格样品8批次分别为食用农产品
不合格样品3批次；肉制品不合格样品2批
次；餐饮食品不合格样品3批次。

本报讯 为做好大兴区农贸市场
文明创建工作，2月17日，大兴区市场
监管局联合区创城办共同召开2023年
农贸市场“创城”工作推进会暨培训
会。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刘博、区创城
办实地组组长杨学叡参加会议并讲话。

共创文明城市。会议通报了2月
初区级模拟农贸市场测评问题，观看
了建成区农贸市场问题点位照片，并
布置了下一步农贸市场整治提升和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同时，邀请文明测
评方面专家对照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营造浓厚“创城”氛围、强
化公共文明引导等14条测评标准进行
了详细讲解。

刘博要求各市场主办方从思想重

视程度、落实长效管理机制、强化日常
管理、发动群众参与等方面，对照“创
城”标准改进措施，并对下一步农贸市
场“创城”工作着重强调三点：

一是坚持出实招、下实功、见实效
提升市场管理水平。进一步压实市场
开办单位主体责任，建立长效机制，根
据自身情况制定奖惩制度，设置食品
安全员、文明引导员。严格落实各项
管理制度，针对市场内占道经营、公益
广告破损褪色裸露张贴、场内堆物堆
料、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等重难点问题
全面排查整治，拿出“绣花功夫”，确保
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各类突出问题“见
底清零”，切实以“满格”战斗力提升农
贸市场文明城市创建水平。

二是要坚持严标准、严督导、严整
改补齐创建工作短板。切实加大对商
户的管理力度，严格对照今天强调的
创建标准逐条开展自查，查漏洞、补短
板，梳理今天通报的问题清单，确保将
责任落实到每户经营者，做到整改工
作闭环管理，坚决防止问题反弹，最大
限度避免出现迎检扣分情况。

三是要坚持天天创、人人创、共同
创营造“创城”浓厚氛围。通过张贴海
报、LED显示屏播放“创城”宣传片等
方式，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参与文
明城市创建，共同维护干净、卫生、整
洁、有序的市场经营环境，树立文明新
风、展示文明形象，形成共建共治共享
的良好格局。 （北京大兴市场监管）

大兴区召开农贸市场“创城”工作推进会

1.北京圆肚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使
用、消毒的小料碗，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2.北京张家湾运国蔬菜经销部经营的
韭菜，腐霉利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3.北京宸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营的
鱼丸，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不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4.北京杭帮美味餐饮有限公司使用、
消毒的杯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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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称北京市恒慧通肉类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分别由北京华联生活超市有限公
司海淀上地分公司经营的精制培根，北京
京客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密云店经
营的烤鸭，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6.北京宜质发商贸中心经营的老姜，
噻虫胺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北京
宜质发商贸中心对检测结果提出异议，并
申请复检；经复检后，维持初检结论。

7.北京京怀咱屯子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经营的鮰鱼，恩诺沙星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本报讯 吴瑶 近期，为保障餐饮行业有序
复工复产，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持续加大食品
安全监督指导力度，做到排查不留死角、隐患
及时根治、整治不留后患。

执法人员紧盯食材采购贮存、加工操作、
清洗消毒、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全面排
查原料进货查验不全、食品处理生熟交叉污
染、食品贮存不符合条件等食品安全风险隐
患。指导餐饮单位对库房、冰箱、货架等位置
的食品及食品原料进行全面清理，对餐具、饮
具及工用具进行清洗消毒，对消毒库、洗碗机、
消毒柜等洗消设备进行清理维护，对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及食品进行废弃处
理。同时，要求餐饮单位保持就餐场所和食品
加工区域环境卫生整洁，规范加工操作。

下一步，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强
餐饮领域监督检查，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
求，聚焦突出问题治理，维护稳定、繁荣、安全
的餐饮消费环境。

本报讯 郑献蜂 助企纾困时不我
待，强化监管一刻不能松懈。执法既
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执法者既要
“冷面孔”，也要“热心肠”。市场监管
执法，既要“阻击”，也要“出击”。

内强素质夯基础。海淀区市场监
管综合执法大队深度聚焦重点领域和
新兴行业，统筹部署执法力量，紧密围
绕市场领域易发、常发、多发案件，扎
实开展“每周一学、每月一讲”和“专案
专培、一案一议”学习交流活动，不断
提升执法人员实战能力，以学习培训
强素质、研究会商见成效的“破难题”
工作导向，将执法基础越夯越实。

外树形象展风采。海淀区市场监
管综合执法大队始终注重执法形象，
从仪容仪表入手，要求着装整齐规范、
标示佩戴齐全；从行为举止入手，要求
使用法言法语、谈吐文明；从服务细节
入手，要求主动上前、执法普法；从规
范执法入手，要求程序合规、全程留
痕。以“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破难
题”服务宗旨，将执法工作越抓越准。

担当作为铸铁军。海淀区市场监

管综合执法大队一手抓柔性执法，包
容审慎；一手抓刚性执法，加强规范。
对涉及公共安全和民生领域的违法违
规行为，坚决出重拳、下重手、用重典，
以“作风、监管、处罚”的“破难题”执法
担当，将监管领域越守越严。

下一步，海淀区市场监管综合执
法大队将持续发挥主观能动性，统筹
服务与执法，刚柔并济，力争做到两手
抓、两手硬、两手赢，为辖区广大人民
群众和企业主体打造安全良好的市场
环境。

石景山区加大餐饮
领域监督指导力度

海淀区多举措强化市场监督管理

东城区真抓实干推进食安“两个责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