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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薇 采购生鲜食品宜“少采
勤采”“即采即用”；清洗食材避免长流水、
大水量冲洗；出菜推行大锅备菜、小锅续
供；非自助餐应提供半份、小份菜……北京
市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将有管理规范了。

近日，由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组织
制定的北京市地方标准《机关食堂反食品
浪费管理规范》（以下简称“《管理规范》”）
正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官方网站征求意
见，《管理规范》中规定了机关单位开展反
食品浪费的工作要求和机关食堂在餐饮
过程中反食品浪费应采取的主要措施等
内容，适用北京市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
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
机关、检察机关，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

民团体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开展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

在组织管理中，《管理规范》首先明
确，机关食堂管理单位应成立反食品浪费
领导小组和相关工作机构，组织、协调和
监督反食品浪费相关工作；应设置反食品
浪费管理岗位，明确岗位职责，并安排熟
知食堂餐饮业务的专人负责。鼓励通过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
技术，推进绿色智慧机关食堂建设。

对于采购、制餐、供餐、餐后等易发生
食品浪费的环节，《管理规范》逐一进行了
要求。如：在采购环节，要求机关食堂选
择信誉良好的供应商，鼓励建立相对固定
的供货渠道，建立供应商评价和退出机

制。规模较大的食堂，宜确定多家供应商
或建立供应商名录，通过比价的方式采购
质优价廉的食品，鼓励采购当地应季食
材，生鲜食品宜“少采勤采”“即采即用”。

在制餐环节，应充分利用食材，提高原
材料利用率，做好边角料再利用，推广一料
多菜，不使用食品装饰菜品；食材清洗和解
冻过程应注意控制用水量，避免长流水、大
水量冲洗；应分批错时，合理规划出菜时
间，推行大锅备菜、小锅续供；宜制定食材
损耗指标，做好制餐区厨余垃圾统计工作。

在供餐环节，应结合实际情况，合理
设置自选、自助等供餐方式；非自助供餐
方式应提供半份、小份的菜品（主食）服
务，其中半份菜（主食）是指正常提供菜品

（主食）的二分之一的量；小份菜（主食）是
指正常提供菜品（主食）的三分之一的量；
不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餐具，餐具有不
同规格和容量，优先使用小尺寸餐具。

在用餐和餐后环节，鼓励由就餐单位
干部职工成立“志愿服务队”“光盘监督
岗”等，引导就餐人员健康饮食、适量取
餐，践行光盘行动；应在餐盘回收处等关
键点位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定期对浪费行
为追溯取证；定期对菜品剩余情况进行统
计分析，明确需要调整的菜品及原因。

《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管理规范》征
求意见时间于10月29日截止，市民和单
位可登录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官方网站反
馈意见。

本报讯 徐建华 近日，北京市市场
监管部门围绕特种设备、计量器具、价
格、广告、食品经营、校外培训、商务预
付卡和网络消费等领域违法行为，开展
“综合执法检查日”专项执法行动。

检查当天，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
围绕旅游出行高峰景区、公园以及地
铁、机场、火车站、商场、超市等公众聚
集场所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检查；围绕

重点商圈、特色商业街区、旅游景区周
边餐饮、停车场、连锁超市等深入开展
不明码标价、虚假宣传、违法广告、商标
侵权和诱导欺骗购物等执法检查；围绕
校外培训机构重点查处违法开展学科
培训以及未经审批擅自或变相开展学
科类校外培训等行为；围绕餐饮、零售、
美容美发等领域严厉打击预付卡未备
案、预收资金未存管、未出具凭证或签

订合同、故意拖延和无理由拒绝退费
等违法行为。

本次专项执法行动由北京市市场
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全程指挥，依托“市
场监管综合执法指挥调度平台”对执法
检查全程实施远程调度、全程指导。北
京市16区及经开区、燕山、机场分局执
法人员对全市多个重点商圈及大型购
物中心同步开展集中执法检查。

本报讯 陈杭 北京全力打
造“种业之都”，努力建设国家
级现代种业发展高地，打造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农业中关
村”。在生物育种领域，北京高
精尖技术领跑全国，每年育种
发明专利授权300多个，居全
国第一。

这是10月10日从第三十
一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筹备工
作通气会上获悉的。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种业管
理处处长王以中介绍，作为种
业科技创新策源地和输出地，
北京汇聚了种业科技“最强大
脑”，坐落着中国最大的“种质
资源库”，拥有17个国家级、21
个市级保护单位，分别保存206
万份、8.4万份种质资源，保存
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北京建成
了全球最大最全的玉米标准
DNA指纹库，为快速鉴定玉米
种子提供“分子身份证”。

他表示，北京大力培育种
业领军企业，强化企业在科技
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推动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
度融合。种业企业创新实力不
断增强，京郊奶牛核心育种场
的奶牛年平均单产突破 13.7
吨，达国际先进水平；峪口禽业
成为世界第三大蛋鸡育种和第
一大制种公司，累计推广蛋鸡
65亿只。

王以中说，一大批北京种
业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峪
口禽业的“京红1号”蛋鸡、“沃
德188”白羽肉鸡成功出口非
洲，标志着中国家禽良种首次
走出国门；大北农集团自主研
发的生物育种大豆产品在巴西、阿根廷获
得正式种植许可；“京科糯2000”鲜食玉米
在东南亚年种植面积超百万亩；“京麦系
列”杂交小麦联合测试网覆盖南亚、西亚
和中亚区域；“京研”蔬菜品种远销美国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他介绍，第三十一届中国北京种业大
会将于10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举办，主
题为“一粒良种 万担好粮”。在上届大会
开拓南美洲和非洲种业市场的基础上，本
届大会将重点推动与俄罗斯、中亚和东南
亚国家种业协会和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北京优化种业发展环境，打造国际种
业交流交易中心。北京“种业之都”的四
梁八柱已基本形成。

北京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将有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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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开展“综合执法检查日”专项执法行动

本报讯 孙博洋 近日，作为2024年
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之一的
“共筑少年儿童食品安全防线”科普宣
传活动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举行。

活动上，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安
全监督管理司原司长、中消会食品高质
量发展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马纯良表示，强化食品质量安全教育，
不仅能够增强民众消费信心，提高生活
质量和幸福指数，更是保障民生、促进
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手段。期望同
学们从小培养食品质量安全意识，科

学、合理、健康地饮食；学校要成为质量
先锋阵地；社会各界要共织食品质量安
全保护网。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党总支副
书记王晶表示，学校始终把学生的食品
安全放在首位，不断加强学校食品安全
管理工作。坚持强化食品安全教育，让
安全意识深入人心，积极倡导健康饮食
文化，引领绿色消费风尚；实现家校社
联动，共筑食品安全防线。

活动上，中消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王昆、市场监管总局机关党委组织群工

处处长马洪涛代表活动主办方向民族
小学赠送了《小学生质量教育读本》及
“食品质量安全系列宣传手册”。

据悉，活动还邀请食品安全及质量
领域专家为孩子们现场授课。同时，为
引导少年儿童树立“质量第一”意识，增
强自我保护能力，主办方邀请民族小学
的同学们积极参与市场监管总局在9至
12月举办第八届“质量安全”全国少年
儿童质量安全绘画活动，围绕消费品安
全、特种设备安全、食品安全等内容进
行绘画创作，绘出心中的质量梦想。

本报讯 王薇 为更好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助力失信经营主体尽快恢复经营，
打造一流“北京服务”，今年5月，北京市
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国各省率先推出经营
主体轻微失信行为“免申请”信用修复新
政。北京青年报记者昨日获悉，新政实
施4个月以来，北京市已通过“免申请”为
9万余户各类经营主体完成了信用修复，
助企重拾“信用”，开展经营。

今年初，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
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
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在2024年度
重点事项清单中明确提出“信用修复
‘一件事’”。今年5月，市市场监管局印
发《2024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北
京服务”工作方案》。方案中提出，北京
市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
信名单的经营主体，改正后符合条件
的，经营主体无需提交申请材料，系统
即主动将其移出相关名单。这是继北
京市实现信用修复“网上办、零见面”

“足不出户”即可申请信用修复后推出
的又一新举措。

“免申请”信用修复是如何实现的？
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市场监管部门
经过持续优化信用修复平台，实现了修
复情形的智能识别。通过大数据比对，
按照年度、变更记录等多重维度，精准匹
配未年报经营主体被列入异常名录后进
行补报和通过地址无法联系后主动变更
地址的经营主体，实现自动修复。例如：
一个个体工商户未按时进行年报，其将
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商家在开展
经营活动时，可能就会因为信用“列异”
受到影响。新政实施后，其完成年报补
报并进行公示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即可智能完成比对识别，自动取
消其经营异常标记，实现即改即修。

据了解，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持
续优化经营主体信用修复政策，全面畅
通信用修复的线上线下双渠道，推出了
多项信用修复措施。

2022年，市市场监管局就陆续推出
了六项信用修复措施，暖企纾困。如：开
通线上线下修复双渠道，对符合条件的
失信企业，依法依规实现“能修尽修”。
开通线上信用修复申请、查询等功能，实
现信用修复“网上办、零见面”“足不出
户”即可申请信用修复。2023年，实行国
家信用网、北京信用、信用中国多平台行
政处罚信息联动修复机制，建立“多口受
理、协同处理、一次办成”机制，经营主体
可实现“一次申请，同步撤下”。

此外，北京市还设置了信用惩戒“缓
冲期”，对于首次未按时报送年度报告的
经营主体，符合条件的不予执行有关信
用惩戒措施或实施相关行政处罚，对因
受灾情影响暂时失联的经营主体，可暂
缓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避免信用受损。

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累计为36.3万
户经营主体开展了信用修复。此次新
政策的推出更是为经营主体重塑信用、
恢复经营提供了极大便利。

“共筑少年儿童食品安全防线”主题宣传活动在京举办

北京36.3万余家经营主体信用获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