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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徐建华 徐雅臣 外卖套餐捆
绑销售、包厢设置“最低消费”门槛、满
减促销诱导过量点餐……这些助长食
品浪费的餐饮乱象将被明确规范。近
日，从北京烹饪协会获悉，由其牵头起
草的DB11/T2393—2025《餐饮行业食
品减损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地
方标准已发布，并将于7月1日起实施。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粮食节约行
动，大力倡导文明节俭新风尚。从出台
相关政策法规到开展专项行动，努力营
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浓厚氛围。“在
此背景下，《指南》的发布，旨在进一步
规范餐饮服务行为，减少食品在消费过
程中的损耗，推动餐饮行业实现绿色可
持续发展。”北京烹饪协会常务副会长
刘玉驰表示，该标准为北京市的餐饮从
业者提供了涵盖餐前准备、就餐服务、
餐后处理的全流程操作规范，明确了经
营者的具体责任，为行业规范化经营提

供依据。
在具体措施方面，《指南》从菜单设

计和优化出发，引导餐饮服务提供者开
发小分量菜品、设计针对不同人数的套
餐组合、制定菜品质量标准和加工工艺
标准，鼓励企业一菜多做、一料多菜、粗
菜细做、细菜精做；在用餐过程中，餐饮
服务提供者应通过搭配推荐、点菜量提
醒等方式引导消费者合理点餐、理性消
费；通过“光盘”优惠、“光盘”积分等措
施奖励无食品浪费消费者，鼓励消费者
践行节约理念。

在餐后处理方面，根据《指南》，如
遇消费者提出退餐、调餐需求，餐品尚
未准备烹饪且不影响二次销售的，餐饮
服务提供者宜进行退餐、调餐。餐品已
经烹饪的，告知消费者，并沟通餐品处
理方式。承办大中型集体聚餐的餐饮
服务提供者宜提前向消费者说明宴席
预订、退餐、调餐规则，宜提供备用桌数

的预订机制，宜对未使用的桌数提供免
费改期服务。

此外，为避免外卖环节食品浪费，
《指南》提出，餐饮服务提供者通过餐饮
外卖平台提供服务的，宜在平台页面上
向消费者提供餐品规格、风味、建议消
费人数等信息；合理设置套餐组合和起
送价格，避免捆绑营销，不宜诱导消费
者超量点餐。

“作为落实《北京市反食品浪费条
例》中制止餐饮浪费的重要补充内容，
《指南》属于推荐性地方标准，不具有
强制约束力，但其在行业内具有一定
的影响力和指导作用。”刘玉驰表示，
北京烹饪协会作为行业组织，将通过
宣传引导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倡
导节约理念，推动标准落地实施。接
下来，该协会将根据实践反馈不断完
善标准细则，促进餐饮行业绿色健康
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 日前，2025年度京津冀市
场监管执法协作联席会议召开，锚定
“1+N”执法协作体系，共谋区域执法协
同新篇章。

会议总结协作成果，交流典型案
例。近年来，三地以跨区域大案凸显协
同战力：天津“冒用厂名厂址案”依托京
津冀协作机制，24小时锁定涉案钢卷
3000吨；河北“机油商标侵权案”实现
线索互传、执法联动、数据共享，打造全
链条治理范本；北京“假冒某品牌烤鸭
案”为食品案件“发现难、取证难、执行
难”提供解决示例。

会议首次联合发布知识产权、网络

交易领域执法指引。其中，《知识产权
行政执法指引》聚焦查处商标侵权、假
冒专利等行为，强化对权利人和消费
者权益保护；《网络交易行政执法指
引》细化直播带货、社交电商等新业态
监管规则，破解电子取证、责任划分等
执法难点。两项指引将为三地执法人
员提供“标准化工具包”，推动跨区域
执法对同类案件统一办案标准、统一
执行要求。

2025年京津冀市场监管执法协作
将聚焦四大方向：一是机制优化，动态
修订框架协议及子协议，推动市区县层
级协作全覆盖；二是重点攻坚，在知识

产权、食品安全等领域开展跨区域专项
行动，强化老字号、新兴产业联合保护，
落实涉案食品检测数据互认等绿色通
道；三是能力共建，组织毗邻区研讨会、
专题培训等，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四
是数字赋能，建设执法协作信息系统，
提升案件协查、数据共享效能，探索异
地同步联合执法新模式，以更高标准推
动协作机制走深走实。

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分管负
责同志，打击传销、食品安全、药品、价
格、反垄断执法和公平竞争审查、知识
产权6个领域子协议牵头部门及毗邻地
区执法部门负责人参会。

本报讯 近期，北京市正式发布了《市
政府2025年立法工作计划》，由市市场监
管局代为起草的《北京市非现场监管办
法》被列为审议项目。市市场监管局在立
足实践的基础上，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深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扎实做
好调研论证，稳步有序推进立法工作。

一是深入开展调研。市市场监管局与
餐饮业、住宿业等领域30余家企业代表、高
校专家、各级监管部门展开多轮交流，确保
立法既符合法治原则，又具备落地可行性。

二是广泛征求意见。将立项申请报告
向各相关部门广泛征求意见，让立法过程
成为一场汇集各部门力量的“智慧众筹”。

三是充分立项论证。市市场监管局
会同市司法局共同召开《办法》立项论证
会，邀请社会代表、专家代表以及多个监
管部门代表参会。与会人员一致认可立
法的现实条件与重要意义，并为草案条款
积极建言献策。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依据各单位、
专家及社会代表意见持续优化条文草案，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起草任务。

本报讯“多亏了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要不然我们这次肯定赶不上招投标了！”
2025年4月，一位检验检测机构的负责人
专程来到市市场监管局，送来了“心系企业
办实事 助企纾困暖人心”的锦旗，并附上
一封感谢信。感谢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
工作作风严谨务实，政策解读细致耐心，审
批流程高效透明，处处为企业着想，主动为
企业排忧解难。

该企业前期获得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
认定证书附表中部分内容与现场考核的情
况不同，结果将影响其申请水利检测行业
资质复审。为帮助企业尽快通过资质复
审，正常开展生产经营，认证监督管理处第
一时间向评审中心、评审组核实了相关情
况，最终解决问题，为该企业后续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持。

今后，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优化营商
环境，进一步压减许可环节、缩减审批时
限，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审批服务，
助力首都检验检测机构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
众号消息，为加强网络市场监管协作，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近日，吉
林、北京、上海、浙江四地市场监管部门
联合签署《网络市场协同监管备忘录》，
合力优化网络市场生态，助力地方特色
产业发展。备忘录突出“共建、共享、共
商、共议”，旨在加强交流合作，提升监

管效能。
构建协同监管新格局。突出共建

治理体系、共享信息资源、共商联合协
作、共议标准规则。探索建立数据交
换与案件移送机制，提升跨省案件查
办效率。

助力地方特色产业发展。聚焦
创新监管，注重服务发展。促进四地

平台企业沟通交流、协调联动，推进
京沪浙优质平台资源与吉林特色产
业对接。

提升跨区域监管效能。促进电子
取证、鉴定出证、数据分析、取证设备
等资源共享共用，进一步遏制虚假宣
传、侵权售假乱象，护航平台经济高质
量发展。

北京发布《餐饮行业食品减损技术指南》

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两项执法指引

四地联合签署网络市场协同监管备忘录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稳步
推进非现场监管立法工作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用高效
审批服务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讯 吕少威 进入夏季，烧烤、凉
菜、冷饮等餐饮消费持续升温。为防范食
源性风险，筑牢夏季食品安全防线，北京
市市场监管局自即日起至8月底开展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夏安”专项行动，聚焦压实
餐饮服务经营者主体责任、“净后厨，迎夏
安”专项检查、烧烤肉制品专项检查、食品
安全“你点我检”四大重点领域开展靶向
治理，全力守护夏季“烟火气”。

督促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向全市餐
饮服务经营者发布《餐饮服务单位夏季食
品安全自查要点提示》，为经营主体提供
详细的合规经营指南，督促全市餐饮服务
经营者规范经营行为，提升食品安全管理
水平，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各区市场监管部门借助日常监管、食
品安全提示、食品安全宣传周等多种形
式，对餐饮服务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健康管
控、前厅后厨环境卫生、操作过程安全规
范、肉类采购和使用等开展教育培训。同
时，要求全市餐饮服务经营者集中开展食
品安全问题自查自纠，及时消除环境卫
生、人员管理、食材贮存、加工操作、餐具
消毒等方面的食品安全风险。

开展“净后厨，迎夏安”专项检查。在
全面集中开展餐饮服务经营者自查的基
础上，各区市场监管部门将通过“扫码检
查+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以连锁餐
饮、老字号、网红餐厅、美食城及景区周边
门店为重点实施针对性检查。在专项检
查中将采取“预防为主、轻微免罚、重违严

惩、过罚相当、事后回访”的服务型执法模
式，坚持守底线和促发展相结合，严守食
品安全底线，对于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等严重违法行为，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
势，严重违法行为的典型案例将予以公
示，依托社会监督形成警示震慑效应；对
于轻微违法行为，采取说服教育、警示告
诫方式督促经营者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引
导其合法合规经营。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表示，欢迎市民积
极参与社会监督，如发现相关违法违规行
为，可随时拨打12315、12345热线或向属
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开展烧烤肉制品专项检查。作为假
劣肉制品专项整治的重要部分，北京市
场监管部门对全市烧烤店、烤肉自助餐

厅等开展肉类食材专项检查，重点查看
肉类食材的进货凭证、检疫证明、贮存
条件以及相关菜单菜名，严厉打击使用
来源不明肉类、使用假劣肉、以其他肉
类冒充牛羊肉等违法行为。发现涉嫌食
品安全违法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

开展靶向性监督抽检。结合“你点我
检 服务惠民生”活动，北京市场监管部门
邀请市民及媒体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对
群众关心“烧烤”肉类食材及其他夏季高
风险食品等开展专项抽检监测，并及时向
社会公示检测结果。通过“群众点单、政
府监测、公开公示”的创新监管模式，营造
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建夏季食品安全环境
的良好氛围。

北京启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夏安”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