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陈琳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党
组书记、局长高念东表示，北京市市场监
管局将始终把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
重大政治责任，发挥北京牵头引领和示
范作用，强化优势互补，坚持开放共享，
探索协同创新，着力在建立长效机制、疏
解非首都功能、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和
雄安新区北京“新两翼”建设、优化营商
环境等方面主动与天津、河北开展更多
协作，深化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为推动
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
区、示范区贡献更多力量。

在雄安新区，北京、天津、河北三地
市场监管部门共同签署了《进一步加强
京津冀三地企业登记注册工作协作备忘
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备忘录》通过
建立名称登记管理协同机制、进一步推
进外国（地区）投资者主体资格互认机制

等多项具体措施，实现京津冀三地强化
深度合作，共同推进企业开办、变更、注
销政策一致、流程统一。

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就食品检
验检测技术交流合作达成共识，并签订
《京津冀食品检验检测高水平技术交流
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
议》）。根据《框架协议》，三地技术机构
将聚焦重大活动食品安全技术保障、服
务京津冀重点企业、科技创新合作、技术
支撑能力建设和高端人才培养等内容，

进一步深化京津冀区域食品检验检测技
术深层次交流合作，共同构建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高水平技术开放平台，全面提
升技术支撑和服务保障能力，为京津冀
区域食品安全监管高质量发展和京津冀
食品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提供坚实的技术
支撑。

在全面推进京津冀三地检验检测高
水平技术交流合作方面，将依托国家市
场监管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开展关
键技术攻关；发挥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

测牵头机构和北京市预制菜质量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技术优势，搭建由技术机构、
企业参与的京津冀及雄安新区重点食品
产业风险防控技术交流平台；持续深化
共建京津冀及雄安新区食品安全领域协
同科技创新平台。

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
7项京津冀共建计量技术规范，主要涉及
生态环境监测、精准医疗、能源精细化管
理等方面。

据悉，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已共同制定发布了22项京津冀共建计
量技术规范，这些计量技术规范在高精
尖产业发展、能源资源精细化管理、生态
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健康等领域发挥着
技术支撑作用。含本批发布的7项计量
技术规范，京津冀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已
达2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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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超 中高考临近，北京在全市
范围开展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执法检查。6月
5日，跟随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的
执法人员，前往北京市第十四中学等校园周
边开展食品安全执法检查。

执法人员以考点周边便利店、商超和餐
饮店等为重点检查单位，针对未落实企业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食品、未严格执行食品进货检查验收制
度和经营过期食品等违法行为开展执法检
查，并对现场销售的冷饮、乳制品、熟食、水果
等学生喜爱的高风险食品进行抽样检验。对
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苗头性食品安全隐患问
题，执法人员当场要求经营者进行整改。

夏季是食品安全问题的易发高发季节，
为严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执法人员对就餐
场所环境卫生、现场加工制作流程、食品原
材料采购等多个关键环节开展现场检查，指
导企业规范经营，并现场向经营者宣传普及
食品安全知识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全市各区也针对中高考考点周边经营
主体积极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近日对北京九中
高考考点周边经营主体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查验校园周边餐饮主体的食品原材料进货
来源、检验检疫报告、后厨消毒卫生情况、员
工健康证明及晨午检制度落实。现场对餐
具开展快检，严格确保餐具表面洁净度符合
标准。同时，加强对考点周边酒店经营行为
的规范。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对辖区内学校食堂
开展专项监督检查，执法人员仔细核对营业
执照、食品经营许可，查看日期是否在有效
期内，核查食材供货商的经营资质和食堂每
日的进货记录。在食堂工作人员备饭时间
开展执法检查，还重点查看单位食堂安装显
示屏情况，按照现有就餐人数规模，设置食
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管理员，并将相关管
理人员的职责落实到位。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以学校周边200米范
围内各食品经营商户为重点，对小食杂店、小
餐饮店等食品经营场所进行全方位检查。执
法人员重点检查了各类调味面制品、乳制品、
膨化食品、方便食品、糖果、饮料以及“五毛食
品”等儿童和青少年经常购买的品种。检查
过程中发现个别经营户索票索证制度不完
善，已现场责令相关负责人整改。

2023年高考、中考将至，考试期间正值高温天气，暑热易燥，广大考
生要注意科学饮食、合理饮食，既满足营养需要，又保持身心健康，以最
佳状态备战迎战中高考。

优选鲜食材，荤素重营养
食材选择要新鲜 挑选食材时，应尽量选择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容

易滋生细菌。尽量选择新鲜食材在家烹调，饭菜应以清淡营养为主，少
吃辛辣刺激食品，改善饮食结构。营养均衡要保持 主食可以适量食用
黑米、糙米、杂豆类以及薯类，这些食物在提供人体必须的能量来源的同
时，还具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B族维生素。肉类按颜色主要有白肉和红
肉，白肉优选鱼肉、虾肉、鸡肉，红肉优选牛肉、猪肉、羊肉，这些食物不仅
提供人体生长发育所需的必需氨基酸，还具有丰富的矿物质。蔬菜水果
应以新鲜当季品种为主，优先选择颜色鲜亮、饱满多汁的蔬果，能够为人
体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生熟分开放，饭菜要适量
食材存放要分类 冰箱存放食物应生熟分开，定期清理清洁，避免互相

污染。冰箱的冷藏冷冻条件虽不利于细菌繁殖，但是有着“冰箱杀手”之称
的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仍可以生长繁殖，容易被该菌污染的食品有生
乳、肉及肉制品、蔬菜沙拉、即食水产品等。选购食物要适量 选购食物应少
买勤买，饭菜准备适量，夏季最好现吃现做，不吃隔夜饭，慎食生冷食品。

饮料不过度，冰品宜少量
降暑补水要牢记 中高考季，高温炎热，容易出汗，饮料不能代替日

常饮用水，不可过度饮用，最好选择凉白开或常温包装饮用水补充体内
流失的水分，养成主动饮水的好习惯。冷冻饮品要适可 夏季冰镇饮料
或冰激凌被称作必备的“消暑神器”，虽然可以带来片刻凉意，并不能完
全消暑降温，过量食用会增加胃肠负担，饭后或运动后立即食用冰品，也
会引发胃肠疾病，尤其有胃病的人更要注意少食或尽量不食冰品。

把好安全关，畅享吃住行
外出饮食要卫生 中高考前适当出行可以让考生身心放松，在外就

餐时，最好自备食物或者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较好的餐饮单位。不
要到卫生条件较差的街边摊或无证经营小店就餐。野味食品要审慎 保
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少食油腻食品，不要轻易尝试野菜、野蘑菇等野味食
品，以免食物中毒。

作息与运动，科学且合理
睡前饮食要控制 中高考期间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保证充足睡眠，

易焦虑失眠的考生，睡前30min-1h喝上一杯热牛奶或蜂蜜水，有助于改
善睡眠质量，不要过量饮食。运动饮食要科学 适度运动可使人信心倍
增，精力充沛，从而消除紧张焦虑的情绪，尽量选择慢跑、游泳、打球、跳
绳等有氧运动，切勿尝试危险运动。运动后可以适量食用水果、牛奶、巧
克力、坚果类食品，有助于快速恢复体力。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本报讯杜燕近日，从北京市市场监管
局了解到，该局制止餐饮浪费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结合首都实际，坚持依法监管和宣
传教育相结合，聚焦餐饮浪费突出问题，采
取有力有效措施，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推动制止餐饮浪费工作出成效、见实效。

今年3月9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召
开制止餐饮浪费专项行动部署会，制定制
止餐饮浪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细化、部
署工作任务，以“首善速度”狠抓落实。

针对餐饮外卖、婚宴、自助餐、单位食
堂等重点环节，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制
止餐饮浪费纳入食品安全日常监管和“首
都餐饮业食品安全大检查”，纳入“两个责
任”工作机制，将检查内容列入《餐饮服务
监督检查要点表》《包保干部督查清单》，将
制止餐饮浪费常识纳入食品安全培训考核
范畴，逐步建立工作部署、指导落实、督导
检查、问题通报、成效评估等闭环管理，集
中治理普遍问题，专项整治突出问题，推动
制止餐饮浪费工作不断取得实效。

结合落实《北京市反食品浪费规定》，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要求餐饮服务单位落
实“三项措施”即：有制止餐饮浪费标识、
有劝导员、剩菜打包，并按照法律法规进
行自查整改；督促餐饮服务经营者切实承
担起反浪费的主体责任，呼吁行业协会发
挥行业引领作用，网络供餐平台发挥好网
络优势，多维度发力，共同制止餐饮浪费。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指导美团等外卖
平台，在其点餐页面作出“点餐请适量，环
保又健康”的温馨提示，不少线上经营者
推出了“单人菜”和“小份菜”的套餐。

制止餐饮浪费专项行动以来，北京市
市场监管部门积极行动，把经营外卖、婚
宴、商务宴请、自助餐等餐饮服务作为执
法重点，加大线上线下巡查频次和力度，
制止和纠正食品浪费行为。

截至目前，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已公
布两批制止餐饮浪费典型案例，警示餐饮
业经营主体加强防止食品浪费工作。

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还通过“进社区、
进学校、进企业”等方式开展以反对浪费为
主题的宣传活动，引导消费者主动践行“光
盘行动”，倡导消费端、企业端与监管端多向
发力，形成全民参与、社会共治的浓厚氛围。

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
食品检验检测高水平技术交流合作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赴雄安新区开展调研，并联合天
津、河北市场监管部门共谋新一阶段协同发展重点工作。当
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7项共建计量技术规
范；共同签署了《京津冀食品检验检测高水平技术交流合作框
架协议》。

北京开展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执法检查
2023年中高考期间食品安全“十要”提示

北京制止餐饮浪费
专项行动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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