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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拟推出
四项举措

优化出口监管

密云区市场监管局规范散装食品经营

管住档口 守护“入口”
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网络订餐因

其便捷性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首选。
在需求快速增长的同时，除了催生出不少

“国潮”包装、“网红”店名迎合消费者外，
背后的“幽灵”外卖、“档口”外卖所隐藏着
的食品安全隐患，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2024年，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加大了
对网络餐饮的监管力度，针对连锁餐厅、

“网红”餐厅、美食城等餐饮企业开展了一
系列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据统计，自
2024年1月以来，已有194个餐饮品牌因
食品安全问题被查处并公示，这不仅彰显
了监管部门的决心与成效，也反映了“管
住档口，守护‘入口’”依然任重道远。

可以说，当前我国餐饮食品安全的总
体状况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大型连锁餐饮
企业及正规餐馆的食品安全管理水平不
断提升，“明厨亮灶”得到了不断的推广，
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安全、健康、放心的
餐饮环境和用餐体验。但部分小微餐饮
单位及网络外卖商家，因规模较小、管理
不规范等原因，存在食品原料采购把关不
严、加工制作过程不合规、环境卫生状况
不佳等问题。这些隐患如同埋在网络餐
饮市场中的“地雷”，随时可能爆发，损害
消费者利益，破坏行业生态。

从查处的案例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很多共性问题，如行业准入门槛较低：网
络餐饮行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小作
坊”或者“家庭店”的加入，但由于缺乏严
格的审核机制，导致部分不具备资质的商
家混入其中，增加了食品安全风险；如部
分商家法律意识淡薄：少数经营者为了追
求利润最大化，忽视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在经营过程中偷工减料，加工过程中卫生
条件不达标，甚至出现无证经营、虚假宣
传等违法行为；如网络餐饮具有虚拟性和
不确定性的特点，使得监管部门难以实现
全覆盖、全过程的监管；如消费者认知不
足，有的消费者过分追求低价或新奇体
验，忽视了食品安全的重要性，盲目选择
“网红”店或价格低廉的外卖产品，无形中
助长了不良商家的生存空间。当然，更多
的还是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仅凭平台介绍
或者网络传播了解商家，对其真实经营情
况并不知情。

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餐饮食品
安全水平，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首先，监管部门要继续完善健全“事
前严审、事后严处”的监管体系，提高违法
成本，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要让“四
个最严”深入人心，让在法律面前蠢蠢欲

动者不敢触碰红线，让触碰红线者时刻处
于“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跑得了和尚
路跑不了庙”的高压震慑之下，消除违法
苗头。

其次，各大网络平台要严格履行好自
身责任，建立健全商家准入退出机制，在
商家入驻前，要到现场严格认真的审核商
家的食品安全保障制度、条件、出餐环境
等；在日常经营中，要通过信息化、智能化
的手段，确保上线商家全程合法合规经
营，全程处于平台的监管之中。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餐饮企业要强
化主体责任，要坚持自律意识，树立诚信
经营理念，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标准。经营
餐饮服务，不只是做好这一单，不只是做
好这一天，也不只是做好这一年，要有和
消费者共同成长的长期思维，要有“暗室
亏心神目如电”的敬畏心理，唯其如此，方
能在网络的大潮中，屹立不倒。

过往的经验表明，守护“舌尖上的安
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北京市、
区市场监管局的严管行动树立了典范，消
费者也应该不断提升自身的辨别能力和
自我保护意识，和政府、平台、商家一起努
力，互相促进，不断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实
现“管住档口，守护‘入口’”的目标。

□ 成言久

近日，密云区市场监管
局积极行动，采取“监管+服
务”方式，排查销售环节散装
食品安全风险，规范散装食
品经营行为。执法人员以超
市、食杂店等为重点检查场
所，针对当前散装食品销售
中易出现的风险项开展全面
检查，着重查看在售散装食
品是否按要求在外包装、容
器外或货架等显著位置上设
置标签标识，标识内容是否
规范并完整，自取称重的散
装食品防尘、防蝇设施是否
完善，是否存在经营假冒伪
劣、过期变质食品等情况。

截至目前，累计检查散
装食品经营单位230余户次，
检查中发现散装标签公示内
容不规范、进货台账记录不
齐全等问题28个，均已当场
责令改正，确保整改到位。
（密云区市场监管局洪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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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多方合力严管“档口外卖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