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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

本版供稿：怀柔区市场监管局

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市场
监管局餐饮处督导怀柔区建筑
工地食品安全工作。北京市市
场监管局餐饮处对怀柔区6家建
筑工地食堂开展了督导检查。
督导组围绕建筑工地食堂食品
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
明、加工场所环境卫生、病媒生
物防控等方面开展检查。检查
过程中，对部分食堂存在水池混
用等问题提出了整改建议，并要
求各单位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切实履行自查要求，
消除食品安全风险。

龙山街道落实“两个责任”，
开展食品安全包保工作督导检
查。为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两
个责任”，近日，龙山街道党工委
书记、人大街工委主任周黎，龙
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东涛，龙
山街道市场监管所有关负责同
志，分别对怀柔区第五幼儿园、
怀柔区青苗幼儿园、北京金缘德
烤鸭店有限公司开展食品安全
包保工作督导检查。检查队伍
深入食品经营场所，对企业主体
责任落实情况、食品的进货渠
道、储存条件、加工制作过程、从
业人员健康状况进行了严格检
查。检查过程中，周黎强调，食
品安全包保责任制是对人民负责的具体
体现，食品经营单位要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确保食品质量安
全，同时强化属地管理责任，形成齐抓共
管的良好局面。

渤海镇市场监管所积极开展“随机查
餐厅”活动。为督促餐饮服务单位落实食
品安全和反餐饮浪费主体责任，规范餐饮
服务经营行为，渤海镇市场监管所在抓好
餐饮环节专项整治的基础上开展“随机查
餐厅”活动。“随机查餐厅”活动以景区及
风险高的餐饮服务单位为主要检查对
象。一是检查餐饮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情况，重点检查后厨环境卫生、食
材进货查验、人员健康管理和培训等环
节；二是严查后厨加工场所环境、未按照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要求加工制
作食品、食品浪费等违法违规行为。

本报讯 近日，怀柔区市场监管局完
成2024年品质餐饮示范店现场评审工
作。中国烹饪协会副秘书长张旸，怀柔
区饮食服务行业协会会长温振林，副会
长张东民、余耀东，第三方食品安全专
业服务机构联合现场评审组专家对万
达广场和京北大世界辖区内北京慕慕
佳品餐厅、袁记水饺和巴黎贝甜等5家
餐饮单位进行了品质餐饮示范店现场
评审。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秦红霞，餐饮科和龙山街道市场监管所
负责人陪同审核。

此次审核工作以“北京市品质餐饮
示范店现场评估表”为评审依据，通过
查阅资料和现场查看方式组织。审核
组直达现场，对抽选的5家品质餐饮示
范店申报单位的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制度完善、后厨环境卫生、反食品浪
费等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通过现场
评审，5家品质餐饮示范店申报单位均

通过评估。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及时总结

创建中的工作经验，进一步发挥品质餐

饮示范店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加大示
范店的后期监管工作力度，积极推动餐
饮业品质提升工作广泛持续实施。

怀柔区市场监管局开展“查餐厅”活动

区市场监管局完成品质餐饮示范店创建工作

本报讯 近日，怀柔区市场监管局邀
请区消费者协会、饮食协会、怀柔电视
台，采取不打招呼、直达末端的方式，对
辖区内4家“网红餐厅”开展了“查餐
厅”活动。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
长苗志强，党组成员、副局长秦红霞，区
消费者协会副会长于洋，区饮食协会会
长温振林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检查中，执法人员针对各餐饮单位
的资质证照、“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
工作制度落实、人员健康管理、食品原
料采购与储存、加工制作过程、餐饮具
清洗消毒保洁、场所环境卫生等多个方
面开展检查。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者
科普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等
法律法规，指导餐饮服务单位依法依规
经营。 执法人员检查餐饮经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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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处置有强度

处置增强。对在日常检查、专项整
治、投诉举报、监督抽检等各类途径中发
现的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对不同程度
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采取责令整改、警告、
立案等多种方式进行分类、分级处置，综
合运用信用联合惩戒等手段，对违法者及
上下游相关生产经营者实行最严格的监
管。从严从快从重查处违法违规问题，举
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不断加大严惩重处
力度，对暴露出的问题冒头就打，对违法
者实行最严厉的处罚，并坚决“处罚到
人”，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坚决消除食品安
全风险隐患。

处理加强。对列入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目录的农产品实施追溯管理。鼓励
具备条件的农产品生产经营者采集、留存
生产经营信息，逐步实现生产记录可查
询、产品流向可追踪、责任主体可明晰。

建立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要求农
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农
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按照规定开具
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承诺不使用
禁用的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且使用的
常规农药、兽药残留不超标等。对销售违
禁添加或超限量添加农药、兽药、重金属、
食品添加剂食品等假冒伪劣食品违法行
为依法从重处理。提高在农产品生产经
营过程中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
品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罚款处罚额
度，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作为国家强
制执行标准严格实施。

行刑重强。落实行刑衔接制度，充分
运用案件协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全程联动机制，定期与公检法部门召开行
刑衔接工作联席会，就食品药品案件办理
过程中的管辖权争议、罪名认定、法律适用
等问题进行探讨交流，构建完善食品药品
违法犯罪行为行刑衔接机制，进一步细化
责任、分工、程序、标准，通过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的无缝衔接，达到问题共商、力量共

用、信息共享、优势互补的常态化执法协作
机制。对发现的严重违法行为及时移送公
安机关处置。

宣教培训有深度

宣传纵深。立足“四位一体”全媒宣
传，与《中国市场监管报》《中国食品安全
报》国家融媒“报、台、网、号”共建共融，及
时传达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时发
布预警信息、风险提示，将入户检查时开
展法律法规宣贯常态化。立足“六进一
体”全域宣传，通过食安知识传播进农村，
督导经营者自觉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经
常自查，及时排查消除安全风险。

教育研深。通过举办讲座、组织培
训、现场宣传、入户督导及组织召开季度
农贸市场、食品商超联席会等多种形式，
对食品经营者进行食品相关法律法规宣
教，要求增强安全意识与责任意识，履行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定期开展自查自纠，严禁销售过期变

质等不合格食品。持续加强食品安全宣
传教育，让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食品
安全工作中来，营造“人人关心食品安全、
人人参与食品安全”的良好氛围，守护好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不断提升镇乡食品
安全监管水平。

培训入深。加强日常监管、食品抽
检、食品快检、许可办理、立案处罚等方面
业务培训，围绕村委会协管职责、农家宴
管理、民宿管理、应急管理等方面，以PPT
的形式，通俗易懂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
范》等相关法规，围绕农村集体聚餐的报
备、证照信息公示、从业人员资质、加工制
作要求、原料索证索票、餐具消毒保洁、制
止餐饮浪费、预防食物中毒等方面，深入
细致讲解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的风险
点和关键点，着重提高农村食品安全自我
防范能力。近3年累计组织召开农贸市
场、食品商超季度联席会12次，组织各类
业务培训15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0000
余件。 （未完待续）

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修己以安百姓

品质餐饮示范店评审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