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消费者权益保护
成效愈显著 未来更可期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必要性不可忽视。
它不仅在于平衡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权益
关系，更是保护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的合
法利益，防止不良商家的欺诈行为，提高市
场的公平竞争环境。此外，消费者权益保
护还能促进市场的规范发展，增强消费者
的信心，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对于维护公
平正义、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
大作用。

近年来，北京市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在食品安全、产品质
量监管等领域稳居全国首位，还在预付式
消费问题治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
措施，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贡献了先进
力量。

北京市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数据显示，北京市33大类
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达到99.1%。这不仅
反映了监管部门在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
上的努力，也彰显了政府对“舌尖上的安
全”的高度重视。此外，有关部门开展制

止餐饮浪费专项行动、夏季食品安全专项
行动等举措，进一步保障了北京市民的饮
食安全。

北京市在产品质量监管方面也取得
了令人满意的进展。北京市建立了完善
的质量安全台账，加强了对电动自行车、
燃气相关产品等重点产品的监管，制造业
产品质量合格率达到96.87%，连续五年稳
居全国首位。这充分彰显了北京市在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具有较强的执行力和
监管能力。

北京市还在防范特种设备安全风险、
预付式消费问题治理等方面展开了积极的
行动。通过开展电梯维保质量抽查、公园
景区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质量监督抽查等活
动，督促特种设备从业单位加强安全管理；
联合多个部门出台预付卡合同示范文本，
推动相关行业规范经营，有效防范了预付
式消费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北京市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工
作令人欣慰。同时我们也应该未雨绸缪，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及时预判挑战和问
题。比如，在食品安全监管中，仍需加强对
小作坊、小餐饮店等基层单位的监管力度；
在产品质量监管中，仍需进一步完善监管
体系，确保产品质量合格率持续提升；在预
付式消费问题治理中，要建立更加完善的
监管机制，防止一些不法商家变相侵害消
费者权益。

未来，食品安全监管仍将面临新的挑
战和发展机遇。为此，我们建议加强全链
条监管特别是对基层单位的监管力度要加
大，确保食品安全从源头到消费者手中可
控可追溯。同时，要加强信息公开和风险
提示，推动技术手段应用，建立完善的惩罚
机制，并加强国际合作和信息共享。此外，
消费者认知也是至关重要的，需要加强对
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知识普及和教育，提高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科学判断和自我保护
意识。通过多措并举、社会共治，进一步提
升食品安全监管水平，保障公众健康与生
命财产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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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预制
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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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培育11家
国家级生态农场

北京在全国率先推广规范化食品经营许可咨询服务

近日，“创城”工作已全
面提档加速，进入临战攻坚
期，区市场监管局坚持高质
量培育、高标准整改、高水
平推进的“三高”举措，持续
推动农贸市场“创城”工作
有序进行。

一是坚持高质量培育，
近距离“破解”问题根源。
结合前期模拟测评中反馈
的问题进行针对性辅导，对
易失分点进行精准解析，力
争发挥网格优势最大化。
二是高标准整改，俯下身

“直击”问题关键。对照任
务指标查漏补缺，坚持举一
反三，高标准组织整改。三
是高水平推进，谋思路“抓
住”问题要害。创新工作思
路，划行归市，联合市场主
办方划定临时经营区域，加
大巡查检查频次，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

（延庆区区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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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全力推动农贸市场“创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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