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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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区市场监管局
联合区教委召开幼儿园食品安全培
训会。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秦红霞，区委教育工委委员、区教委
副主任李拥政参加会议。区市场监管
局及区教委相关业务科、所、队，以及
辖区公办、民办幼儿园食品安全总监、
食品安全员等共计100余人参加。

会上，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针对
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清单进行
了详细解读，执法六分队对食品安全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要求及违法行政
处罚进行了介绍。

李拥政对上一阶段校园食品安
全进行了总结，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
了部署，指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落实问题真整改、落实实事见成
效的要求。

秦红霞强调：一是高度重视，切实
增强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各
幼儿园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落实园
长负责制，梳理园内各项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和工作要求，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
幼儿园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依法配备食
品安全管理人员，做好日常排查。

二是压实责任，确保学校食品安

全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严格落实“日
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配全病
媒生物防控设施，规范复用餐具清洗
消毒操作，规范食材进货查验，严格
校外供餐监管，完善应急处置机制
等，责任到人，确保食品安全各项要
求落到实处，共同保障幼儿身体健康
和饮食安全。

三是畅通沟通渠道，及时收集家
长和师生的意见和建议。认真落实
膳委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提高
食堂的服务水平，促进家校合作，共
同保障学生饮食安全。

（上接707期07版）

为民办事有温度
热线恒温。坚持“民有所想、我有所谋，民有

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为”，对百姓通
过12345、12315热线平台、信件、网络等途径反
映的食品安全问题与诉求做到第一时间回应、第
一时间核查、第一时间查处、第一时间反馈，妥善
处置投诉举报，提升百姓的幸福感与获得感。近
3年累计办理各类投诉举报事项1255件。

服务升温。严格落实优化营商工作要求，通
过优化许可流程、提前介入实施指导、开通绿色
审批通道等多种方式，积极开展对食品销售经营
者的政策支持与服务指导。严格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食品安全法》《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
法》《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备案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持续做好食品经营许可、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小食杂店备案等工作，优化
备案许可服务。近3年累计办理食品经营许可、
小食杂店备案等各类政务服务事项2794件。

应季控温。按照“分类监管、疏堵结合、有序
发展”的原则，区市场监管局、各镇乡政府、街道
办事处依据各自职责对夜市、自发形成的集市的
食品经营行为进行监管，明确了经营区域和摆卖
时间段，把好“人员健康关”“进货查验关”“加工制
作关”“清洗消毒关”“四防设施关”“厨余处置关”
“安全生产关”，确保夜市里每一个摊位的背后，
都是一个既安全又实打实的就业岗位。在解决
就业问题同时，也间接地拉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分级规范有准度
分级准确。依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北京市

食品销售风险分级工作规范》，结合食品经营风
险，从静态风险因素、动态风险因素、区域位置等方
面综合考虑，对农村地区已取得合法有效食品经
营许可资质的食品销售经营者和食品集中交易市
场开展风险分级管理工作（从低到高划分A级风
险、B级风险、C级风险、D级风险四个等级）。近3
年每年食品经营风险分级管理率均在95%以上。

规范准当。2023年8月起按照北京市市场
监管局要求组织开展农村食品经营店食品安全
规范化建设工作。制定了《农村食品经营店食品
安全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按照“一年抓示范、两
年促提升、三年全覆盖”的工作思路，以农村地区
食品经营店（超市、便利店、食杂店、小食杂店等）
为主要对象，在全区涉农的16个镇街试点开展农
村食品经营店食品安全示范建设，带动全区百个
行政村、百个食品经营店食品安全规范化管理水
平提升，进而带动全区农村食品经营店食品安全
总体水平提升。截至目前，各涉农镇街分别具备
了1家达到食品安全示范标准的农村食品经营
店，已初步发挥以点带面、示范引领作用，形成梯
次推进、整体提升农村食品安全保障水平态势。

发展准衡。坚持以生态涵养保护为底线，强
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食品安全
追溯系统，生产信息自动记录、物流信息整合共
享、消费信息互联反馈、食源信息智能研判，密织
农村食品安全横纵追溯网；依托食品产业高质量
发展系统，组织西餐、御食园、月盛斋等名优食品
企业参加国家发展促进会、品牌日活动，引入“绿
色管理”、开展“绿色认证”，形成了怀柔农村食品
“绿色标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绿色发展成
色更足，“栗树蘑”“怀柔板栗”“汤河御稻”“九渡
河蓝莓”“桥梓红肉李子”“沟门拇指猕猴桃”，让
怀柔农村美味纯粹永恒，首都人民的饮食安全也
得到了根本保障。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怀柔区通过
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八维度 ”，始终保持居安思
危的政治警醒，切实把保障农村食品安全的政治
责任担在肩上、系在心上、落实到行动上，形成了
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怀柔风度”，让人民吃得放
心、安心，真正守住了人民的心。

党政同责、标本兼治。2022年9
月至2024年10月，怀柔区委、区政府
用实际行动为推进落实食品安全“两
个责任”写下了生动注脚。三年来，区
食药安委以“四个最严”为根本遵循，
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全覆盖，三年
见成效”的责任落实目标，把落实“两
个责任”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以
“六+”法，层层部署、全力推进。紧盯
镇乡街道党政和食品企业中的“关键
少数”，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全员包保；
区食药安委成员单位、镇乡街道党政一
把手亲自督导、带头包保；包保干部主
动发力、精心着眼，深入推进责任落实
不停步、不松劲。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严
格履行企业主体责任，实现人员配备到
位、制度建立到位、风险管控到位、培训
考核到位，保证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在
怀柔的精准发力、贯通联动、一体压实、
落地见效。通过三年努力，实现了“六
同”工作目标，即“党政同责、全程同
严、内外同管、共治同频、上下同心、防
范同步”。食品安全保障水平明显提
高，人民群众满意度持续攀升。

围绕“国家层面+市级层面”，
领悟领会“两个责任”，实现党政
同责

国家层面，领悟主旨。2022年9

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提出进
一步织密食品安全责任体系，完善
地方党委和政府负总责、主要负责
人是第一责任人的食品安全责任
制，推动形成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
责任落实机制。通过实施包保制度
机制压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
通过包保干部督促指导企业切实履
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实现对风险
的精准防控，真正打通责任落实“最
后一公里”。

三年来，怀柔区严格按照《地方
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
定》《关于建立健全分层分级精准防
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 推
动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落地落实
的意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落实食品
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强化食品安全
属地管理责任，压实属地管理责任
和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分层分级、层
级对应的党政领导干部包保食品生
产经营主体工作机制，有效督促企
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通过抓
住“关键少数”，精耕细作、多管齐
下、共同发力，推动形成末端发力、
终端见效的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机制
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贯
通、立体覆盖”，确保出了问题能找
得到人、查得清事、落得了责。

市级层面，领会重点。2022年10
月，北京市食药安委建立落实食品安
全“两个责任”组织领导工作机制。
成员包括各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以及市
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相关成员单
位。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成立工作专班，承担动员部署、工作
调度、业务指导、服务协调等各项具
体工作，制定《北京市建立健全分层
分级精准防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
作机制实施细则》。

在领悟领会国家、市级层面上，
2022年11月23日，区食药安委印发
《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建立健全分层
分级精准防控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
作机制〉的实施方案》。参照市级模
式，立足怀柔实际，建立区级落实食
品安全“两个责任”组织领导工作机
制。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成立“两个责任工作专班”，专班负
责人由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担任（期间分别由时任区市
场监管局局长任江云、马国柱、苗志
强担任），成员包括区市场监管局相
关业务科室负责人。各镇乡街道完
善本级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
组织体系，明确主管领导、业务专
员，落实具体工作。

（未完待续）

怀柔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教委：

严把食品安全关 护航幼儿放心餐

筑牢“两个责任”实现“六同目标”
——“2211231”示范引领项目（十）

农村食品安全治理——
修己以安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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