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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口外卖店”到底能点吗？

在北京双井附近上班的小孟，除了
周末会偶尔下厨，平时午饭、晚饭大多依
赖外卖解决。他自认在选店方面“积攒”
了一些经验，不仅要看看其他消费者对
于外卖餐食如何评价，还会专门点开商
家详情页中的店铺照片，了解店面环境，
避免“踩雷”。

然而，今年北京有外卖店铺被媒体
曝出为“幽灵外卖”，还有外卖店铺竟和
废品回收站开在一起，在社交平台上一
些让规避“档口店”的帖子，刷新了小孟
的认知，标注“第X档口”的外卖还能放
心点吗？

把下单地址定位在双井地铁站附
近，在外卖平台上搜索就能发现不少标注
“第X档口”的外卖店，炸串、麻辣烫、螺蛳
粉、炸鸡、奶茶等，种类丰富多样。在富力
广场负一层的食味天街美食城，美食城紧
邻物美超市入口，这里分布着近20家美
食档口，不仅有外卖，也可以堂食。午后
时段，仍有不少人在就餐区吃饭，其中不
乏外卖小哥点餐、就餐的身影。

在堂食就餐区，保洁人员见食客吃
完，会及时回收清理餐桌，对地面进行清
洁。商家的备餐区里，档口内环境干净
整洁、井然有序。

美食城多档口为何都是一张证？

三里屯SOHO下沉广场，是朝阳三
里屯地区的一个热门聚集地，以其独特的
氛围和丰富的商业业态吸引着大量人流。

在下沉广场的上可味美食城，也分
布着大大小小20多个美食档口。商家
统一黑底白字的招牌，备餐区白色的瓷
砖，与实木风的餐桌餐椅搭配，处处体现
着三里屯SOHO的时尚调性。

一家刀削面档口负责人周先生介
绍，这里不仅能堂食，不少档口也上了外
卖，食材确保新鲜、烹饪确保安全，无论
档口内外，大家也都比较重视保持干净
整洁，“不管来没来过，都能吃个放心。”

不过，从事了十几年餐饮的周先生，
也有一些“小苦恼”。按照外卖平台要求，
美食城档口必须标注为“第X档口”，难免
会让有些未到线下吃过的消费者怀疑，
档口的外卖可能不正规，不敢下单尝试。

查看外卖平台店铺的商家从业资
质，在美食城这种“外卖集聚地”中，不同
档口共用一个公司名称、地址上线，多个
档口使用同一份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
可证的情况确实十分常见。

周先生介绍，前几年，线上外卖兴
起，美食城档口为了扩大生意，分担房
租、水电、人工这些“刚性成本”，就边做
堂食，边做外卖，甚至有位置偏僻的档
口，就只做外卖，不提供堂食了，用线上
流量来对冲掉地段的劣势。

前一段时间，媒体曝光美食城30多
家外卖店铺共用一张执照的问题，监管
部门调查后通报，以美食城档口店铺形
式进行线上外卖经营，具备相关证照资
质。这就意味着，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
许可证一模一样的店铺们看似“危险”，
可能在资质上合规，并不能和“黑外卖”
划等号，但卫生情况则需要另外细究。

“档口外卖店”该如何管？

除了堂食、外卖兼做的美食城，也有
不少只做外卖、不做堂食的美食城，没有
桌子，没有椅子，也没有收银台和服务员，
所有档口不设堂食，仅做外卖，十余个档
口准备着各式不同的餐品，经过装盒、密
封、核对后，交给外卖员送往点餐人手中。

一家经营丝瓜汤的档口店主黄先生
说，这里叫“共享厨房”，虽然不如堂食美
食城的宽敞明亮，但整体环境还比较整
洁。黄先生介绍，共享厨房除了提供基
础的消防系统、排烟系统、上下水系统等
设施，还会定期组织消杀，比如在夏季蚊
虫高峰期，每月会进行三四次消杀。

“不少人对纯外卖店不放心，今年以
来，监管部门、外卖平台的检查也更加严
格。”黄先生说，“对我们这些无堂食的外
卖店，不仅要靠管理，也要靠大家自觉，
要主动改善环境，有顾客来店里自提，看
到环境也放心。不提升卫生环境和食品
安全水平，怎么去和别人竞争？”

2024年，北京市、区市场监管局在全
市范围内，对连锁餐厅、“网红”餐厅、美
食城等餐饮企业，持续开展食品安全大
检查。北京市消协根据市、区市场监管
局发布的食品安全问题情况通报，定期
汇总整理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的餐饮企业
名单，并及时向社会公示。

同时，有外卖平台也于近日推出食
安新举措，包括对违规的商家下线、公开
公示，实地巡检、督促商家整改，引入监
测机构对餐品抽检等，抵制外卖商家的
违规经营。

“一颗老鼠屎，就能坏了一锅粥。”食
品安全专家指出，线上、线下是网络餐饮
消费的一体两面，不分堂食、外卖，资质
违规、环境脏乱差的商家，不仅损害了消
费者的权益，也对餐饮行业的健康发展
造成了负面影响。行业的健康发展，不
仅需要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监管思维，也
需要平台企业、餐饮商家以及社会力量
的共同努力。

11月8日，第三届北京市市场监管
综合执法大练兵大比武活动风采展示暨
颁奖仪式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展示中心举行。

经过前期激烈的角逐比拼，朝阳、昌
平、海淀、东城、石景山、延庆、丰台、密云
区局和机场分局9支代表队成功晋级最
终的风采展示活动。

各区市场监管局、专业分局和市市
场监管执法总队200余名执法干部代表
现场观摩。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
以及天津市、河北省市场监管部门有关
领导受邀参加。

本次大练兵大比武活动以“练兵备
战强本领、知识竞赛重实战、展示风采树
新风”为目标，面向全市市场监管系统
市、区、所三级执法人员，历经练兵备战、
知识竞赛、风采展示三个阶段。

竞赛内容涵盖市场监管行政处罚程
序、广告、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医疗器
械、价格、商标、行风建设、包容审慎执法
相关规定等10余部法律法规文件，紧紧
围绕“立足实战、贴近实战、服务实战”理

念，重点考察法规、文件知识在综合执法
办案实践中的理解和运用。

10月10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4802
名执法人员同步在线答题，本次大练兵
大比武活动拉开序幕。

10月12日，组织各单位通过随机抽
取135名干部开展集中笔试。为进一步
落实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升行政
执法案卷文书制作水平，本次大练兵大
比武首次将案卷评查成绩纳入总成绩。

11月6日，19个区级单位参加风采
展示比赛，各区市场监管局代表队以宣
讲形式，运用多媒体手段展示本辖区市
场监管综合执法典型案例，以及执法工
作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成果，充分展示
了在提升综合执法质效、营造良好营商
环境、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及行风建
设等方面经验做法及取得的显著成效。

经加权计算各单位线上答题、集中
笔试、案卷评查、风采展示四项成绩，最
终东城区局获得一等奖，大兴、密云、海
淀区局获得二等奖，朝阳、昌平、丰台、延
庆、西城区局获得三等奖。

本次大练兵大比武活动，是北京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落实总局和市局行风建设
三年攻坚专项行动部署，深化市场监管
综合执法能力建设，培养锻造“政治过
硬、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群众满意”执法
铁军的有力举措。通过法规知识“大学
习”、执法岗位“大练兵”、执法技能“大比
武”，在全系统掀起内强本领、外树形象
的学习热潮，有效提升了市场监管综合
执法专业化、职业化能力水平，全面展现
了首都市场监管干部昂扬向上、勇于担
当、守土尽责的精神风貌。

近年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紧紧围
绕“强党建、稳秩序、促发展、保安全”工
作主线，践行“首善标准、监管为民”市场
监管文化，全力维护首都首善一流的竞
争环境、消费环境和营商环境。全市市
场监管系统将以此次大练兵大比武为契
机，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把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转化为推动首都
市场监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北京多方合力严管“档口外卖店”
本报讯 11月11日，北京市市场监

管局举办质量强企现场观摩交流活动，
市场监管总局领导，全国各省（区市）、计
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市场监管部门负
责同志、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代表近
200人参加现场观摩交流。

在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们参观了技术创新中心展厅，了解
了企业从传统企业成功转型为行业龙头
光电科技企业的历程。京东方以“双轮
驱动‘屏’质取胜”的质量管理模式建立
起国际一流企业的质量竞争优势。

在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代表们
参观了小米汽车北京超级工厂的生产车
间及汽车展厅，2024年10月，小米SU7
单月交付量已突破2万台，“人车家全生
态”战略实现完美闭环。小米以质量变
革创新推动质量效益提升，入选全国首
批“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培育库”。

在北京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
司，大家共同探讨了培育自主可控产业
链，实现关键技术突破等问题。北方华
创以“3N生态质量管理模式”推动质量
品牌建设，入选全国首批“质量强国建设
领军企业培育库”。

今年以来，北京市强化质量赋能，打
造共创共享共赢企业发展生态。

一是“强”字当头，以质取胜助力企
业做大做强做优，平均不到5分钟就有
一家科技企业诞生，人工智能企业数量
占全国四成。二是“质”字贯穿，点线面
系统推进质量效益提升，制造业产品质
量合格率和消费品质量合格率连续6年
领跑全国。三是“实”字筑基，全方位打
造企业发展良好生态，开展31个质量基
础设施“一站式”服务试点，服务企业
6000余家次；深入推进一体化综合监
管，建立“无事不扰”企业清单制度。

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组
织召开重点平台企业座谈会。会议围绕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引导网络交易平台
发挥流量积极作用扶持中小微经营主体
发展的意见》精神的落实，听取企业诉求
和建议，了解平台企业在发挥流量机制
作用、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优化营商环境
等方面的工作推进情况，聚焦优化流量
规则、丰富扶持手段和强化合规发展内
生动力等方面开展座谈。

下一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将结合
本市实际，引导各平台企业根据自身商
业模式、流量规模和平台内经营者特点，
开展流量扶持。

一是围绕乡村振兴、区域经济发展、
规范补贴、促进销量等重点方面深入优
化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提升配置效率
和服务实体经济效果；

二是聚焦农产品、特色产品、新入驻
等经营主体提高流量利用效率和经营
管理水平，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和创新
活力；

三是通过强化标准引领、服务供
给、技术赋能等手段，不断优化平台内经
营者创新发展环境；

四是健全透明可预期的流量制度规
则，丰富流量扶持方式，提升流量供给精
准度，着力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释放消
费潜力。京东、抖音、快手、美团等平台
企业参会。

比武亮剑展风采 勤学力行强质效
——第三届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练兵大比武活动举办

北京市举办质量强企
现场观摩交流活动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召开
重点平台企业座谈会

“幽灵”外卖、“国潮”包装、“网
红”店名……一直以来，网络餐饮
安全卫生问题备受关注。一些外
卖商家缺乏食品安全意识，卫生环
境脏乱差，被餐品口味劝退的消费
者，开始将国潮外卖包装、网文名
称店铺总结为“小作坊、不卫生、预
制菜”的代名词。

在社交平台上，网友也总结出
了不少“经验之谈”，例如“外卖一定
要选有堂食的”“外卖标注是档口的
都要回避”“请教外卖小哥能不能
点”……于是，“档口外卖”商家被集
体标签化，甚至形成负面的刻板印
象，也让消费者失去了尝试的兴趣
和勇气。可事实真是如此吗？

□ 温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