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过程中，怀柔区委区政府牢牢把握此次重要发展时机，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四个最严”要求的生动实践，作为构筑
“怀柔科学城”餐桌安全的实战检验。以“四个最严”为统领，以“两个责任”为保障，以生态涵养保护为主导，以多元联动为机制，立足“科、学、怀、柔、
食、安、城”“七字真言”，选取工作基础扎实、群众满意认可、创建成效突出、可复制可推广的亮点工作，逐步形成了“2211231”特色食安示范引领项目
带动了怀柔区“创食”水平的整体提升，打造了“科学怀柔食安城”“创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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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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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怀柔区市场监管局组
织召开2024年上半年食品商超、农贸市
场联席会。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
长苗志强出席会议，区市场监管局相关
科所负责人及全区农贸市场及规模较大
的商超、食杂店等60余家食品销售单位
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部署了“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
行动等近期重点工作，就食品销售经营
者如何落实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进行了
业务培训，并针对过期食品、食品中有异
物、食物变质等食品安全诉求较多的问
题“以案说法”，结合实际案例宣讲了相
关法律法规。

苗志强强调，“食品安全无小事，食
品安全大如天”，全区百姓“舌尖上的安
全”，有赖于政府、监管部门、食品生产经
营者、行业协会、公民个人等社会各方力
量的共同参与，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管
共治的格局。

苗志强要求各参会经营者：一是依
法依规做实做细。要严守法律底线、不
掉以轻心，厚植法治意识、底线意识，严
格依法、依规、依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经营

活动，高要求、高水平、高成效做好资质
公示、卫生清洁、进货查验、索证索票、标
签标识、贮存保质等食品安全工作。

二是自查自纠做实做细。要严守责
任红线、不推诿塞责，厚植安全意识、责
任意识，严格落实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健全完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

工作制度，增加自查自纠频次，增强自查
自纠效果，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三是扬正扬善做实做细。要严守道
德防线、不损人利己，厚植诚信意识、服务
意识。更要落实好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把
控进货渠道，从正规途径、正规厂家、正规
商户采购食品，挣干净钱、良心钱。

本报讯 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市
场经营秩序，严查严控严打制售“特供
酒”违法违规行为，近日，怀柔区市场监
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红霞带队，区市
场监管局食品流通安全监督管理科与龙
山街道所、泉河街道所“科所联动”，组织
启动为期1年的“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
行动。

检查组先后深入万星市场、隆腾酒
行开放路店、老解说酒等食品集中交易
市场内、外的12家酒类销售者经营场
所，重点检查了各销售者落实资质公示、
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台账记录等工作情
况，全面排查了各类酒品标签标识，严查
采购、贮存、销售“特供酒”，未发现相关
违法违规行为。

检查组要求各酒类销售者切实增强
安全意识与责任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从进货环节建立自查甄别
机制，坚决不采购、贮存、销售“特供酒”。

怀柔区开展“特供酒”
清源打链专项行动

《论语?八佾》子曰：“射不主皮，为力
不同科，古之道也。”意思是“比射箭，主要
不是看能否射穿皮做的箭靶子，而是在于
是否能射中目标，因为各人力气大小不
同，自古如此。”如果把监管比作射箭，这
就告诉我们能够射中目标的监管，讲究的
是智慧。

AI智能，无处不在。“创食”以来，怀柔
区立足“互联网+食品安全”，充分应用七
个数字监督平台，依托平台大数据，确立
了“创在善、人在干、数在转、云在算、管在
半、食在健、安在线”的全新监管理念，加
强信息数据互联互通、共享共用，形成了
“无事不扰、无处不在”智慧精准监管新模
式。“智慧监管大脑”不断提升食品安全监
管效率和效能，全力守护老百姓“舌尖上
的安全”，为以科学城统领“1+3”融合发展
提供坚强保障。

全系统应用覆盖，让食品身份
“脸谱化”

立足“创在善”，充分应用数字服务平
台（e窗通2.0）许可审批系统。用于《营业
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北京市小规模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证》
的审批、查询。该系统将主体审批和许可
审批融入同一系统，实现同一系统对经营
户的审批与查询。

立足“人在干”，充分应用餐饮单位风
险分级系统。该系统主要对餐饮单位经营
资质、从业人员管理、原料控制、加工制作
过程控制等情况进行风险等级划分。按
照风险等级从低到高分为A、B、C、D四个
等级，监管部门根据食品生产经营者风险
等级划分结果，对较高风险的生产经营者
监管优先于较低风险的生产经营者监管，
实现监管资源的科学配置和有效利用。

立足“数在转”，充分应用市场监管总
局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系统。该系统包含
全区监督抽检结果，通过检测结果规划下
一次跟踪抽检的单位，并把抽检不合格的
单位列入重点检查单位行列，加强对其检
查力度和检查频次，2023年共计完成抽检
任务3120件，其中不合格234件次，均给
予警告或罚款行政处罚。

立足“云在算”，充分应用“阳光餐饮
系统”。该系统由企业和执法人员共同使
用，企业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完成风险管控
清单的设置。同时，在“日管控、周排查、
月调度”模块中将自查过程中的照片录入
系统；执法人员通过管理端查看企业自查
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通知企业完成整
改，实现非现场执法。

立足“管在半”，充分应用监督检查系
统。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通过手机App
录入检查信息，实现无纸化办公。系统自
带查询功能，可查询以往检查信息，使执
法人员对各单位检查时更有针对性。

立足“食在健”，充分应用综合执法办
案系统。执法人员在发现企业存在违法行
为时（现场检查、抽检不合格、投诉举报）通
过该系统进行行政处罚案件的制作。处
罚信息在“阳光餐饮系统”和“北京企业信
息网”进行公示。同时接受过处罚的企业
将成为执法人员重点日常监管对象。

立足“安在线”，充分应用投诉举报系
统。此平台，不仅能够实现问题咨询、投
诉反馈等基本功能，更能发挥多功能优
势，涵盖了市民服务、应急救助、意见征集

等多个领域。通过这一系统，政府能够更
加高效地与市民互动，为市民提供更便
捷、贴心的服务，推动政务与市民之间的
紧密联系。

全要素归集数据，让食品身份
“标准化”

以数字化赋能食安基础。怀柔区市
场监管局依托智慧监管系统，对许可信
息、监督检查记录、监督抽检结果等大数
据进行归集和整合，并通过大数据对辖区
内经营单位的基本情况进行归类分析，这
些数据的集成不仅提高了监管的透明度，
还为后续的数据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抽检系统将消费者重点关注的食品
类别进行统计并及时反馈给监管部门，能
够提升抽检活动的针对性，2023年累计检
查食品生产主体150户次，食品流通主体
6340户次，餐饮经营主体11133户次；2023
年完成食品安全抽检监测2007批次，其中
食品销售领域1395件，食品生产领域250
件、餐饮服务领域362件。

全主体精准画像，让食品身份
“拟人化”

以数字化赋能风险分级。智慧监管
的另一大亮点是风险分级模型的构建。
通过对餐饮单位经营资质、从业人员管
理、原料控制、加工制作过程控制等情况
按照风险等级从低到高分为A、B、C、D四

个等级，监管部门根据食品生产经营者风
险等级划分结果，对较高风险生产经营者
的监管优先于较低风险生产经营者的监
管，实现监管资源的科学配置和有效利
用。该系统能够为不同的主体绘制出精
准的“画像”，并根据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
监管。这不仅提高了监管的针对性和效
率，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加公平、透明的监
管环境。在智慧监管的框架下，各类许可
信息、监督检查记录、监督抽检结果等数
据被系统地归集和整合。这些数据的集
成不仅提高了监管的透明度，还为后续的
数据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全过程留痕追溯，让食品身份
“档案化”

以数字化赋能风险防控。怀柔区作
为生态涵养区，辖区内有红螺寺、雁栖湖、
幽谷神潭、水长城等多个知名景区，民俗
户较多，经营情况随季节波动较大。针对
旅游旺季，我们利用大数据分析游客消费
习惯和食品安全风险点，解决监管环节间
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延展监督管理链条，
加强了对旅游景区周边餐饮单位的监管，
提升了旅游食品安全水平。以慕田峪景
区所在地渤海镇为例，2021年渤海镇餐饮
经营户为334户，2022年渤海镇餐饮经营
户为335户，2023年渤海镇餐饮经营户为
336户。说明该区域餐饮经营户较稳定，
辖区可开办餐饮店的地址已经饱和。分
类分级系统显示该区域餐饮经营户为80
户，其中A级19户、B级50户、C级6户、D
级5户；根据以上数据可看出该区域民俗
类阶段性经营户较多（旅游旺季经营，淡
季不经营），由于辖区游客流量较大，辖区
经营户风险等级较高，监督频次也大多在
每年4次和每年3次。 （未完待续）

怀柔区凝心聚力扎实做好市场监管工作

智慧监管——为力不同科
“2211321”示范引领项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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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区市场监管局2024年上半年食品商超、农贸市场联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