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张华清 版式：纪磊

2025年4月4日 星期五
E-mail：tougao_cfs365@126.com热点关注03 首都食品安全

本报讯 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息，
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开幕前夕，北京市市
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念东来到论坛
年会主会场各用餐点位检查了食品安全
监管保障工作。高念东仔细了解了供餐
单位资质情况、食品品类供应情况、食品
原材料来源情况、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
况、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前期开展情况等，
要求监管人员严格依法履职，督促供餐单

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及时消除隐患，合
规加工制作。

在检查中，高念东强调，论坛年会食
品安全监管人员要增强政治意识，服务国
家和首都发展大局。论坛年会是展示我
国前沿技术、促进成果转化、推动新质生
产力发展、彰显我国引领前沿领域的创新
平台，做好论坛年会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是
保障论坛年会顺利进行的重要一环，要切

实做好各项食品安全监管保障工作。
要坚持首善标准，切实落实“四个最

严”要求。监管人员应熟知食品安全全链
条监管法定要求，落实落细论坛年会食品
安全监管保障方案各项措施，将监管责任
和主体责任压实到人、到关键细节，以“零
事故”“零差错”为既定目标，及时排查和
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要巩固监管成效，牢筑食品安全防线

不松懈。论坛年会期间，集中用餐人数
多、情况复杂，要力戒麻痹思想和侥幸心
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及时督
促供餐单位全程规范采购食品原材料、优
化食品品类供应、合规加工制作，提级落
实“日管控、日排查、日调度”工作制度，确
保食品安全，为论坛年会的成功举办保驾
护航，展现首都市场监管政治担当和责任
担当。

近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许多餐厅
的经营面临困难，无暇顾及健康支持性
环境的建设。同时，既往建成的健康餐
厅也常常出现经营状况的变动。市民在
外就餐的需求持续增加，但健康餐厅和
健康食堂的环境创建和维持并不容易。
为此，北京市采取了多项措施，进一步推
进健康餐厅和健康食堂的建设。

多部门联合，高位推动。2024年，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会、北京市市场监管
局、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北京市民
政局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全民健康
生活方式行动健康餐厅及健康食堂建
设工作的通知》。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
负责完善健康餐厅及健康食堂标准，北
京市疾控中心（北京市全民健康生活方
式行动办公室）承担健康餐厅及健康食
堂建设工作的技术指导，北京市市场监
管局、北京市民政局和北京市机关事务
管理局分别负责指导各区符合创建条
件的餐厅、养老助餐点和机关事业单位

食堂进行申报，多个部门协作，分类指
导，共同推动北京市健康餐厅和健康食
堂的建设。

借助社会力量，深挖源头。2019年
以来，北京市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办
公室与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保持沟通与
协作，共同推进健康餐厅建设。开展的
活动包括：联合举办健康烹饪大赛，推出
营养健康菜品，鼓励和宣传健康餐厅；行
动办公室派专家参加餐饮行业协会培
训，提高社会餐厅对健康支持性环境的
认识和关注；协会积极推荐有意愿、符合
创建条件的餐厅申报健康餐厅。

总结优秀典型，大力宣传。为指导
居民实践合理膳食的饮食习惯，鼓励更
多的餐饮企业加入到健康餐厅和健康食
堂的行列中来，北京市行动办公室对低
盐低油低糖的健康菜制作技巧进行总结
和分享，形成健康菜谱，在居民和餐厅食
堂中广泛传播。同时，为营造宣传氛围，
提高健康餐厅的知晓，行动办公室拍摄1

集《健康餐厅》宣传片，在城市电视媒体
平台刊播，向公众宣传健康餐厅，鼓励更
多的餐厅参与创建。此外，昌平区开展
特色健康餐厅推广，与高德地图合作，为
辖区内健康餐厅添加标签，用户使用高
德地图APP进行餐厅搜索时，可以看到
餐厅是否为健康餐厅，开拓了健康餐厅
宣传的新渠道。

通过多部门联合发文、发动协会、广
泛宣传，北京市2024年新增健康餐厅和
健康食堂百余家，为历年新增数量新高，
效果显著。

今年北京市将继续推动健康餐厅和
健康食堂的建设，对不同类型的餐厅和食
堂进行调研，如，中小型连锁餐厅、养老助
餐点，进一步细化完善建设标准，使其更
适合不同类型餐厅和食堂的创建；对北京
市餐饮行业协会推荐的餐厅，由北京市各
区行动办公室及时对接和指导创建，持续
打造北京市合理膳食健康支持性环境。
（北京市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办公室）

本报讯 据“北京市场监
督”微信公众号消息，清明节
是缅怀先辈、踏青祭扫的传
统节日，随着气温回升、风沙
增多，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
期。为保障市民饮食安全，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
以下提示：

选购食品注意事项。一
是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商
场、超市或市场购买食品。
二是购买预包装食品时，需
仔细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
等，不选购包装标签标示信
息不完整、外包装有破损、超
过保质期的食品。三是避免
购买流动摊贩销售的直接入
口食品。

家庭备餐生熟分离原
则。一是处理生食与熟食需
使用不同刀具、案板及容器，
避免交叉污染。切过生肉的
刀具、案板不可直接处理熟
食；盛放生食的容器不可直
接盛装熟食。二是冰箱内熟
食应加盖存放，并与生食分
层隔离。

高风险食材处理建议。
一是生食果蔬需彻底清洗。
二是肉类、蛋类及水产品不
建议生吃或半生吃。三是四
季豆、鲜黄花菜等蔬菜需烧
熟煮透，避免皂苷、秋水仙碱
等毒素引发食物中毒。

食品储存要求。一是春
季微生物繁殖活跃，食品易
腐败变质，即使外观无明显
变化，久存食物仍可能滋生
细菌或霉菌。二是开封后的
食品应尽快食用，剩饭剩菜
需彻底加热后方可食用。三
是若食物出现异味、黏腻或
霉斑，务必丢弃。

外出就餐规范。一是选
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餐
饮经营商家就餐，严禁食用
野生动物、不明来源菌类。
二是用餐时注意检查食物
是否新鲜、是否烧熟煮透，若发现感官
性状异常(如异味、变色)，应立即停止
食用。三是避免在街头路边无证摊点
就餐。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提醒：清明期间
气温变化大，请提高食品安全意识，从
采购、加工到储存全程规范操作，守护
家人健康。在消费过程中，应及时保留
消费凭证，如遇消费纠纷、食品安全问
题或商家违规经营，请立即拨打12315
投诉举报。

本报讯 2025年 1—2月，北京市
4.32万家法人和其他组织领取了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涉及市场监管、民政、编
办、工会4家登记管理部门的10类组织
机构，同比增长9.49%。截至2月底，存
续机构赋码总量达285万家。

从区域分布看，赋码量较大的是昌
平区、丰台区和大兴区。从同比增幅情
况看，中心城区的丰台区、平原新城的
大兴区和昌平区增长较大，丰台区增幅
尤为突出，增长达131.33%。

从重点行业分布情况看，战略新兴
产业中，赋码同比增幅较大的是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数字创意产业和新材料
业。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比
增长尤为显著，超过200%。战略新兴
产业行业中，人工智能、航空装备产
业、新兴软件和新型信息技术服务同
比增幅较大，同比增长超过200%。从
功能区分布情况看，平原新城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和数字创意产业增长尤
为突出，增幅超过100%；中心城区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和高端装
备制造业增幅较高，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增长超过100%。

高技术产业（制造业）中，赋码同比
增幅较大的是医药制造业，增长达
48.28%。从行业细分情况看，电子元件
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
造、通用仪器仪表制造、卫生材料及医
药用品制造同比增长较大。从功能区
分布情况看，中心城区、平原新城和生
态涵养区同比增长较大，分别为16%、
12%和7.69%。

文化及相关产业中，赋码同比增
幅较大的依次为新闻信息服务、文化
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投资运营、
内容创作生产。其中，新闻信息服务
增幅尤为显著，增长超过150%。从行
业细分情况看，广播电视信息服务、
数字内容服务、内容保存服务、文化
经纪代理服务、运营管理同比增长较
大。其中，广播电视信息服务、数字内
容服务、内容保存服务增幅尤为显著，

增长均超过 100%。从功能区分布情
况看，平原新城新闻信息服务、文化
装 备 生 产 增 长 显 著 ，增 幅 均 超 过
100%。中心城区新闻信息服务、文化
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增长较大。北
京城市副中心文化投资运营增幅突
出，增长超过200%。

养老产业中，赋码量增幅较大的依
次为养老金融服务、老年健康促进与社
会参与、其他养老服务，增长分别为
47.06%、24.35%和16.77%。从细分行业
情况看，智慧养老服务、商业养老保
险、老年旅游服务、老年日用品及辅助
产品制造、机构养老照护服务增长较
大。其中，智慧养老服务、商业养老保
险增长突出，均超过100%。从功能区
分布情况看，赋码机构同比增长较大
的是平原新城和中心城区，增长分别
为47.8%和16.85%。平原新城养老金融
服务、老年健康促进与社会参与增长较
大。中心城区养老设施建设、其他养老
服务增长较大。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念东检查
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用餐点位食品安全监管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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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2个月北京新“赋码”4万余家法人和其他组织

北京多措并举推动健康食堂和健康餐厅建设
北京市自2009年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以来，按照行动实施方案积极开展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

对各类环境建设形成规范、操作性强的建设标准，以利于机构开展环境创建、验收和评估。2019年国家行动
办印发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指导方案（2019年修订）》，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研
究制定了《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指南》和《营养健康餐厅建设指南》，据此北京市在原有的健康食堂和健康餐厅建
设标准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增加营养标识等内容，形成现行的北京市健康食堂和健康餐厅建设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