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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薇 想开个小餐饮店，还在
为店内装修布局图或现场设置发愁？为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有需要的餐饮经
营单位提供专业指导服务，近日，北京市
市场监管局出台《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经营许可咨询服务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方案》对咨询服务内容、咨
询流程和办理时限作了明确要求。通过
市场监管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帮助经营主

体节省时间和经济成本，进一步优化政务
服务供给，满足企业和群众需求。

什么是“食品经营许可咨询服务”？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咨询服务”是按照申请者自愿原则由审
批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包括食品
经营许可咨询服务、小餐饮店许可咨询
服务。也就是说，在经营主体正式提交北
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小餐饮

店）、食品经营许可（餐饮环节）申请前，可
以根据自身需要，向许可审批部门预约咨
询服务。

许可审批部门可以为经营主体提供
查验装修图或者现场指导服务。对仅需
查验装修布局图无需现场指导的服务类
型，完成时限自受理之日起不超过2个工
作日；对需要现场指导的服务类型，在受
理后1个工作日内由指导人员与经营主体

约定时间进行现场指导，指导服务应于受
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

指导人员根据服务类型出具指导意
见。对于无需现场指导的咨询服务，指导
人员会在系统办理页面填写指导意见。
对于需现场指导的咨询服务，指导人员会
将指导意见填写至《指导意见书》并当面
交付申请者，指导意见会给出明确结论和
整改建议。

本报讯 陈琳 岁末年初，多场大型
演出在五棵松场馆陆续开演。1月2
日，北京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来到五
棵松华熙live商圈，现场检查餐饮、零
售等食品经营企业。

据了解，为保障节日期间广大消
费者的饮食安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联合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聚焦演出场馆
周边餐饮服务企业和便利店等重点领
域，加大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力度。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按照食品
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对食品经
营单位的资质、经营范围、进货查验
相关台账、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及健康
管理、餐饮具清洗消毒、防止有害生
物污染食物，以及食品标识标签、储
存条件、加工操作等关键环节进行了
全面检查，还查看了冰柜等食品贮存
设备温度是否达标等。针对检查中
发现的个别食品经营单位用具未按
照标识规范存放等问题，执法人员

当场提出整改措施，要求相关单位
立即落实，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风险
隐患。

“每一场大型演出活动的举办，都
是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一次大考。”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局与各食品经营主体建立了点对点
工作机制，日常工作中会利用视频通
话、远程核查企业上传资料等非现场
监管方式，远程核查企业经营资质，查
看现场加工制作照片和视频，督促企
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近期，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将以现
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加大对场馆周边食品经营场所及夜间
食品经营情况的巡查力度，坚决打击
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广大消费者能够
安心、放心享用美食。

据悉，针对演出活动期间人流量
大、就餐时段集中等特点，海淀区市场
监管局与华熙live商圈管理方及入驻

餐饮商户多方会商，鼓励餐饮企业结
合“元旦”跨年消费及演出活动期间客
流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备餐数量，优化
出餐时间，采取有效措施减少顾客排
队等位时间。同时，考虑到冬季气温
较低，且演出活动往往散场较晚的实
际情况，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号召商圈
及餐饮企业，适当延长营业时间，并为
过往群众提供免费热水、配备室内休
息区域等暖心服务。

此外，为确保消费纠纷得到快速、
高效解决，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结合五
棵松商圈商业特点，通过显著位置张
贴、公共场所LED屏、摆放易拉宝等多
种途径，进一步扩大“你呼我应”三级
调解联动机制宣传覆盖范围，提升消
费者知晓度，消费者如果在就餐、购物
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通过“你呼我
应”公示的电话，联系商户、商圈负责
人、属地市场监管所干部，让消费纠纷
“不出店、不出圈”。

本报讯金江近日，京津冀三地检验
检测认证区域监管合作总结会在北京召
开，会议对2024年区域合作任务推进情
况进行总结，共商2025年合作事项。

一年来，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
完善合作机制、强化协同共治，联合制
定《2024年京津冀检验检测认证监管
区域合作行动计划》，在全国率先签署
《京津冀CCC免办联动机制工作事项
暨合作备忘录》，联合制定《京津冀
CCC免办工作规程》，进一步提升三地
CCC免办办理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
利化水平。联合印发《京津冀检验检测

机构授权签字人考核管理办法》，是全
国首个区域性授权签字人考核管理规
范性文件。

互促互进开展能力验证技能比武，
共1142家次机构参加三地食品和环境
领域能力验证，整体合格率达到98%，
技能比武为三地建材检验检测机构搭
建交流技术、展示技能、发掘人才的服
务平台，营造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
促干的良好氛围。

互查互通实现监管资源互补，2024
年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共对9家CCC免
办申请企业、4家有机生产企业开展互

查，联合组织开展三地CCC免办办理
和监管业务培训。

互学互鉴推动质量认证发展，联合
开展服务认证宣传体验活动，组织机构
和企业代表参观曲美家居绿色低碳工
厂，邀请大明眼镜、潜水艇等知名品牌
分别分享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服务
认证、绿色产品认证经验。通过联合宣
贯，共同助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

总局认可检测司、认证监管司领
导，总局认研中心和检科院负责同志，
三地市场监管部门主管同志和相关处
室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024年京津冀检验检测认证区域监管合作行动收官

本报讯 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
息，为规范行政检查行为，减少随意检
查现象，2024年，北京市建立了日常
检查标准问题协调机制，持续深化
“涉企”检查单制度，为企业依法、合
规经营提供指引和规范。推行行政
检查项标准化梳理工作，全市49个
监管部门制定了6232个行政检查项，
逐项明确检查内容和合格标准，形成
市、区、街乡统一的监管规则和标准。

企业日常经营中面对多个部门

检查时，有时会出现不同部门检查要
求不一致的情况，导致企业无所适
从。一家连锁餐饮企业负责人表示：
“比如与外界连通的门应该朝哪个方
向开？油烟管道应该多长时间清洗一
次？店内通道里能不能放置挡鼠板？
不同部门执行不同标准确实给我们
带来一定的困扰。”小问题可能带来
大困扰，企业不怕有问题，就怕问题
解决不了。

针对“标准不一致”现象，北京市

从企业视角出发，进行深度调研摸排，
形成典型问题清单并统筹相关部门会
商解决。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同志
表示，北京市已建立日常检查标准问
题协调机制。截至目前，已经有32个
问题协商一致，形成统一标准。企业
如果在日常经营中遇到检查标准不一
致的问题，可以随时在“京通”小程序
中进行反馈。市市场监管局在确认反
馈信息后，将组织相关部门共同研判，
进一步统一相关检查标准。

本报讯 陈琳 2025年元旦、
春节“两节”之际，北京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天津市市场监督
管理委员会、河北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联合发布节日消费提
示。提醒消费者明白理性消
费、依法依规维权，营造放心消
费环境。倡导节约消费，同时
妥善保存消费凭证，产生消费
纠纷及时拨打12315消费者投
诉热线维权。

节日期间，商家五花八门
的促销活动较多，面对“优惠、
买一送一、清仓、返券”等促销
打折活动诱惑，消费者应保持
头脑清醒，冷静选择、货比三
家。选购商品时应详细查看产
品说明书、销售授权证书、产品
质量合格证等相关证明；要看
清弄懂促销活动的具体规则、
有效时限等内容。

消费者在吃、住、行、游、
乐、娱等消费活动时，警惕商家
虚假承诺等“忽悠”陷阱。应充
分了解商家的信誉和经营状
况，按照法律法规要求签订书
面合同，载明收费标准、服务项
目、退款规则等重要内容。发
现商家违反合同约定，及时提
出解除合同并退款，避免产生
个人经济财产损失。

新春佳节，走亲访友、家庭
聚餐，应积极倡导节约、共同拒
绝浪费。倡导选购包装简约适
度、绿色低碳产品；自觉抵制使
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料过
度包装的礼盒商品；拒绝购买
所谓“特供”“专供”“内供”或以
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武警
部队名义销售的酒品；根据实
际需求合理点餐、适量取食，如
有剩余打包带走，做勤俭节约
的消费者。

同时，妥善留存消费凭证，
如合同、发票、付款记录等。如
因价格欺诈、不公平格式条
款、虚假广告等问题产生消费
纠纷，应及时与商家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请及时拨打12315消费者
投诉举报电话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等
方式进行投诉举报，依法依规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节日期间，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
将加强对节日市场食品等生活消费品的
质量安全检查；加大对价格违法、虚假广
告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的监督执
法；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快速处理消费者
合理诉求，守护消费，营造放心的节日消
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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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出台
食品经营许可咨询服务实施方案

北京加大五棵松场馆周边食品安全检查

北京49个监管部门制定6232个行政检查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