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冯毅 记者牛安春 今年是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周年，为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近日，京
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在京举办食品生
产安全协同监管交流活动，共商食品安全
监管区域协作，共建食品生产监管联动协
同监管体系，共筑食品安全屏障，共推京
津冀食品生产安全协同监管高质量发展
迈上新台阶。

探索监管交流新模式
京津冀食品生产安全协同监管交流

活动已连续举办8年。本次交流活动首创
“1+2+3+N”模式，即开展1次宏观政策解
读，搭建2个协调交流平台，构建3个协作
监管机制，进行多场实地联合检查，通过
理论教学、交流研讨、协同检查和效果评
价多种形式，打造专业化、职业化京津冀
食品生产安全协同监管队伍，提升三地食
品生产监管的统一性、协同性和高效性。

打造纵横贯通新平台
交流活动综合运用理论教学、交流研

讨、实地检查和效果评价等多种形式，三

地食品生产监管人员共聚一堂，共学理
论，共通堵点，共查风险，共享经验，共同
推进三地食品生产安全监管标准的统一。

交流活动将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视野
从生产源头延伸到流通末梢，邀请三地食
品经营环节监管人员加入，共同研讨异地
食品委托生产监管路径，畅通风险预警渠
道，强化食品安全跨区域风险防范。交流
活动落实近日签署的《京津冀食品委托生
产延伸监管合作工作计划》，对全链条食
品安全监管再深化，共同促进京津冀三地
食品生产、销售主体同质监管、同向发展。

构建协同监管新机制
京津冀市场监管部门确定每年至少

组织一次食品生产安全协同监管交流活
动，由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轮流承办，共同
研判区域食品安全风险，共同解决食品生
产监督管理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
题，共同推进京津冀食品产业配置和高质
量发展。

活动强调，要开展食品生产安全信息
互通、会商研判、预警交流、风险防控、溯
源信息互通共享、举报快速协查等领域合
作，对涉及食品生产环节的食品安全突发

事件实施快速反应和协同处置，高效组织
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减少食品安全突
发事件的社会危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
生命安全。

活动要求每年组织对产品风险高、影
响区域广的食品生产者开展联合交叉检
查、“飞行检查”、许可检查，及时发现和消
除风险隐患，共同建立三地食品委托加工
企业台账，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共享委托
生产双方的企业情况、产品信息，对委托
双方开展协作共管。

提升联合检查新标准
交流活动期间，京津冀市场监管部门

选派骨干力量组建三个协同检查组，对北
京市3家食品生产企业开展了联合检查，
取得良好成效。

体现协同，注重严格，是开展京津冀
食品安全联合检查的重要遵循。共享监
管力量，统一监管标准，是实现食品生产
协同监管的重要目标。三地市场监管部
门把联合检查作为协同监管的重要手段，
不断规范食品生产企业互审互查，促进三
地食品产业协同健康发展。

此次活动还组织了食品生产联合检

查，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结合食品生产许可
核查和监督检查工作规范，共同制定京津
冀联合检查流程，合理配置检查组和检查
人员，依法依规开展联合检查工作，紧扣
行风建设，寓服务于监管，帮扶指导企业
提升食品安全工作水平；检查结合北京市
生产企业特点，聚焦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情况，细化检查内容，对企业进行
“解剖式”检查、“专家式”会诊和“保姆式”
服务，提升联合检查质效；开展联合检查
复盘点评，提升三地食品生产监管人员查
找、分析、控制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专业
技术能力，推动监管“同质同标”，打造专
业化、职业化检查员队伍。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
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的先行区、示范区。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的不断深入，三地食品生产企业优化
迁移、产业交流日趋紧密，区域食品产业
发展不断提质增速。围绕新目标和新要
求，本届交流活动从更深层次上理解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意义，从更全视野上谋划
协同监管机制，从更高站位上提升协同监
管效能，全面推动京津冀食品生产协同监
管向高质量监管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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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食品生产安全协同监管交流活动举办
四维创新共推协同监管迈上新台阶

本报讯 张楠 为进一步激发经营主
体活力，助力首都高质量发展，北京市
市场监管局汇总梳理了35条2024年营
商环境改革举措，形成《2024年全面优
化营商环境打造“北京服务”工作方案》
并于近日正式对外发布。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对方案
进行解读时表示，在综合监管方面，本
市将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
现代技术手段，收集、分析、评估相关监
管数据，及时发现处置潜在的风险隐
患，全面推广非现场监管；将选取与民
生密切相关的餐饮、物流、养老机构等
26个行业领域，试点“无事不扰”白名单
制度。

以信息技术手段代替“拉网式”
现场检查

不久前市市场监管局组织的一场
“营商环境会客厅”座谈会上，有企业代
表曾提出，一些如餐饮等行业的监管，
涉及市场监管、城管、消防等多个部门，
有时检查有些频繁，希望进一步优化。

对于企业关注的这一问题，《2024
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北京服务”
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本市推行综合监
管“无事不扰”白名单制度，对纳入白名
单的经营主体，除特殊情况外，原则上
不主动实施现场检查，必要的日常检查
应优先采取非现场监管方式开展，最大
程度减少现场检查频次。此外，全面推
广非现场监管，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
数据分析等现代技术手段，收集、分析、
评估相关监管数据，及时发现处置潜在
的风险隐患，实现“风险可控”和“无事
不扰”。

“无事不扰”白名单将如何产生？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白名单

的产生，以“风险+信用”分级分类为基
础，结合前期一体化综合监管改革实
践，选取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餐饮、物流、
养老机构等26个行业领域，组织行业主
管部门会同相关监管部门，对经营主体
开展“风险+信用”分级分类综合评估，
形成综合评估结果。评估结果为A类
（风险低、信用好）的经营主体将纳入
“无事不扰”白名单试点推荐范围，再由
各区政府结合区域产业结构特点、发展
重点和监管实际，最终确定试点白名
单。

如白名单内经营主体被发现存在
违反守信承诺、严重违法或失信行为
的，市场监管部门将及时调整“风险+信
用”等级并移出白名单加强监管。若试
点经营主体被纳入监管部门高风险等
级，则按照监管部门的分级分类标准执
行，在为企业减负的同时守住安全底
线。

该负责人称，对纳入白名单的试点
企业原则上不主动实施现场检查，这项
改革要求各个监管部门要充分探索运
用视频AI识别、人工智能、大数据筛查
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代替传统的“巡
街式”“拉网式”现场检查方式，最终目
的就是确保政府部门在依法履行监管
职能维护生产安全的同时，大幅减少监
管对经营主体正常经营活动的打扰，实
现监管“高效”而企业“无感”。

开展全国首个经营主体高质量
发展登记试点

在全面升级市场监管部门准入服
务方面，本市将开展全国首个经营主体
高质量发展登记试点，建立全市统一的
标准化、专业化业务指导与规范指引，
形成北京登记注册地方标准，扩展新兴

行业领域经营主体公示特色经营事
项。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结合自身需要
依法进行章程、协议的个性化设计等。

促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登记试
点指什么？试点将全方位构建“一标四
维”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登记服务体
系，即以实现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为目
标，以规范统一、改革创新、信用赋能、
风险防控四个维度为着眼点，探索先行
先试便利举措，创新制度设计，为全国
继续深化改革贡献“北京样板”。其中，
试点将推出一系列具体改革举措，例
如：规范注册资本认缴出资；拓展电子
营业执照应用场景，便利经营主体一码
通展、一码通查；推进外商投资企业登
记便利化改革，不断丰富外籍和港澳台
投资人身份认证数据源，拓宽外资企业
登记全程网上办理范围等。

新增京津冀更多区市营业执照
异地“办发领”

此前，《2024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打造“北京服务”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
见时，英岛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杨崇学
曾提出建议，希望能进一步完善京津冀
三地市场监管信息共享机制，提高三地
市场监管服务改革协同的透明度。

对此，方案提出，将深化京津冀三
地企业登记注册“跨省通办”，推进京津
冀企业开办、变更、注销政策一致、流程
统一，新增京津冀更多区（市）实现营业
执照异地“办理、发放、领取”。

2024年，将加快推动京津冀区域协
同地方标准研制，发布5项以上京津冀
区域协同地方标准。持续开展京津冀
计量技术规范共建共享工作，围绕重点
领域发布5项以上计量技术规范，为三
地企事业单位量值溯源提供计量保证。

本报讯 为切实守护
好 2024年高考中考考生
饮食安全，北京市市场监
管局采取多项监管措施，
积极防范化解考点及周边
食品安全风险。

全面排查风险。指
导各区市场监管局以问
题为导向，细化监管措
施，准确掌握本辖区考点
分布、考生数量、用餐形
式等信息并形成台账，指
定专人对每一个考点的
学校食堂、考点周边食品
经营企业、考点周边酒店
餐厅、餐饮外卖、学生餐
配送企业等开展风险隐
患排查。

开展专项抽检。考
前重点对考点食堂、校外
供餐企业以及考点周边
餐饮企业的蔬菜、肉类、
鸡蛋、调料、煎炸用油、自
消餐具等重点品类开展
采样检测，依托技术手段
排查风险。

强化应急值守。指导
各区市场监管局严格落实
高考、中考期间应急值守
和重大事件报告制度，明
确分工，责任到人，细化流
程，有效防范和迅速妥善
处置考试期间出现的突发
食品安全事件。

发布消费提示。发
布《2024年中高考期间食
品安全消费提示》，提醒
在家用餐的考生，采购新
鲜食材，烹饪时烧熟煮

透；提醒在外就餐考生，选择干净卫
生、证照齐全的餐厅，谨慎选择生
冷、冰镇餐品，注意用餐安全。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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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场监管部门推出35条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全面推广非现场监管

26个民生行业纳入“无事不扰”白名单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