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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息，端
午节传统美食粽子迎来销售旺季。为筑
牢食品安全防线，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多措
并举，深入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
治行动，通过全链条监督抽检、重点领域
风险排查、食品安全“你点我检”，全力守
护“端午安康”。全市粽子专项抽检合格
率100%，节日食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加强对粽子等节令食品监督检查

5月28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联合朝
阳区市场监管局对商场超市、批发市场、餐
饮单位、生产企业等场所开展专项监督检
查，重点对节日热销的粽子进行抽样检测。

执法人员进入一家超市，首先用手机
对超市营业执照进行扫码登记，然后对储
存条件、经营环境卫生等进行严格检查。
在检查预包装和散装粽子的时候，执法人
员重点查看生产日期、标签标识，仔细检
查其是否在保质期内，储存条件是否符合
要求，标签上是否清晰标明品名、生产厂
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等信息，严防“三无”食品。同时，执法人
员着重督促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查看预包装粽子供应商的相关资质以
及产品合格证明，确保来源可追溯；要求
销售散装粽子设置防尘罩或者防尘帘等，
避免受到污染。执法人员重点对散装粽
子开展糖精钠和硫酸铜项目的快速检测，

结果均为合格。

粽子专项抽检合格率100%

为保障端午节令食品安全，市市场监
管部门近期对全市粽子生产企业开展了
全覆盖检查，通过扫码检查和非现场检查
相结合的方式，督促企业落实“日管控”机
制，压实企业粽叶检验、杀菌、冷却、异物
识别、包装密封性、食品标签、冷链运输温
控等关键环节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同时，市市场监管部门结合农村假冒
伪劣食品专项整治和“你点我检进农村”
群众点检诉求，针对农村地区食品生产经
营单位、集中交易市场、网络食品交易平

台等重点场所，以群众“指尖”为导向，组
织开展节令食品专项监督检查、食品安全
定向抽检监测等针对性整治工作，严厉打
击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添加
非食用物质、销售“三无”“山寨”食品、虚
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取得了阶段性整
治成效，构建了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食品安
全“全民防线”。

端午节前，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粽
子专项抽检，覆盖商场超市、餐饮单位、批发
市场、生产企业等场所，涉及思念、三全、荃
盛、五芳斋等20家主要品牌，对食品添加
剂、重金属元素、微生物、质量指标等项目进
行检测，共抽取62批次粽子，经检验全部合
格，本市在售粽子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本报讯 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息，
5月27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海淀区
市场监管局联合市食品检验研究院举
办食品安全“你点我检”进实验室开放
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消费者代表、媒
体记者走进实验室，亲身参与食品安全
社会共治实践。活动以“走进食检实验
室 共筑舌尖安全线”为主题，通过播放
宣传片、实地体验、互动交流、解读检测
报告等形式，全面展现食品安全“你点
我检”工作的全流程，架起社会公众与
监管部门之间的“透明桥梁”。

活动中，市民代表通过观看《食品
安全抽检全流程解析》宣传片，系统了
解食品抽样、样品接收、仪器分析、报告
出具等环节的技术规范。随后，在技术
人员引导下，参观了食品检测核心区
域。在样品前处理室，工作人员演示了
食品检测前的粉碎、萃取操作；在检测
分析室，市民观看了质谱仪如何精准检
测农残、添加剂等指标数据；在报告出
具环节，技术人员详细解读检测数据判
定及报告生成过程。

作为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的创新

品牌，今年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广
泛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服务活动，
已累计征集市民“点检”意见4.5万次，
针对群众关注度较高的肉及肉制品、水
果及制品、蛋、奶、米、面、食用油等，完
成针对性抽检1.8万批次，抽检结果信
息通过政务网站及时公开发布。通过
“群众点单、政府检测、公开公示”的创新
监管模式，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建食
品安全环境的良好氛围。此次开放日首
次邀请市民代表走进实验室，见证从
“点选”到“检测”的全链条闭环。

本报讯 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息，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正式发布并实
施《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标准》
（以下简称《标准》），对标对表市场监管
法律、法规、规章、条例等规定，形成52
项具体工作标准，全面覆盖了市场监管
所日常工作。

在规范咨询受理和投诉举报处理
方面，发布《接诉即办服务规范》等标
准。《接诉即办服务规范》明确了6种不
同诉求的处理方式，对办理流程、办结回
复、办结归档等做出要求，并结合场景制
定了规范化的礼貌用语标准，覆盖受理、
处置、反馈等各环节，将“接诉即办”从制
度要求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服务温度。
制定《投诉处理工作规范》，重点从投诉
管辖、投诉渠道、材料提交、办理流程等
方面作出规范，推动形成闭环管理，为

消费者权益保障提供系统性支持。
在规范市场准入方面，发布《个体

工商户登记注册工作指南》等。对个体
工商户办理范围、申请条件、注册名称、
经营场所、申请方式等做出要求，以清
单形式明确了设立、变更、注销等环节
提交材料的形式、数量、来源及要求等，
以“一问一答”方式列出“个体工商户的
经营者应满足哪些条件”“个体工商户
可否申请简易注销”等16个常见问题。

在行政检查方面，发布《价格监督
检查工作指南》等标准，对市场监管所
对辖区内商品价格行为、服务价格行为
和行政性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做出规
范，详细规定了明码标价行为和不正当
价格行为等重点检查内容。制定《企业
公示信息抽查工作指南》，规定了市场
监管所对企业公示信息监督检查的依

据、内容与要求，明确了对市场主体年
度报告公示信息检查事项、方法及结果
处理，并对企业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做
出要求。

在应急处置方面，发布《食品安全
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指南》《重大活动保
障工作指南》等，对市场监管所遇到食
品安全事故时开展应急处置的流程和
相关要求做出明确，对重大活动服务保
障的保障监管方式、保障范围、保障队
伍建设提出要求，重点列出了市场监管
所对重大活动食品定点供应企业、餐饮
服务单位、食品经营者、特种设备使用
单位、电梯维保单位的监管要求。《标
准》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基层市场监管
所应急响应效率和专业化水平，进一步
强化风险防控能力，为守牢市场监管领
域安全提供坚强保障。

本报讯 吕少威 从北京市市场监局
管获悉，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三环肿瘤
医院通过北京市企业服务“e窗通”平台
完成线上备案，成为北京首家实现特医
食品经营备案全程网办的非营利性医
疗机构，标志着北京破解特医食品“进
院难”取得关键突破。

据了解，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是
指为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
谢紊乱或者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
素或者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加工配制
而成的配方食品。特医食品虽然不是
药品，却与乳糖不耐受、早产、过敏等婴
儿和患有肿瘤、代谢疾病等特殊人群的

临床营养治疗息息相关。特医食品行
业发展在我国起步较晚，由于该类产品
不属于药品、医疗器械及医疗服务项
目，一直未纳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业
务范围；同时，按照现有的食品准入标
准，经营主体需持有《营业执照》，并经
过审批系统取得备案资质后方可合法
开展经营活动。“认知低”“进院难”成为
掣肘特医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通过对北京市
企业服务“e窗通”平台系统优化升级，
专门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开放端口，实
现了全市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特医食品
备案全程网办，进一步提升备案效率。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三环肿瘤医院成为
全市首家线上完成特医食品备案的非
营利性医疗机构。申请者不用跑腿、不
用打印纸质版材料，即可通过“零见面”
的方式线上办理特医食品备案，既方便
快捷，又节省了人力物力。

特医食品不是普通食品，也不是药
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提示广大消费
者：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不能替代药
物的治疗作用，不得声称对疾病的预防
和治疗功能，也不得宣称保健功能。选
购特医食品时需认准“小蓝花”专属标
志，并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选择
适合自身的产品。

本报讯 据北京市市场监管
局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扎实
推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各项工
作有序开展。加强制度建设，建
立完善统一代码操作规范，确保
赋码质量。强化互联互通，实现
北京市统一代码库与京津冀统
一代码库、市监管对象库、市综
合监管系统和市大数据平台对
接融合。注重赋码质量核查，改
进优化核查方法，实现与国家同
校核同公示。以应用促质量，加
强数据比对，推进统一代码在小
客车指标调控、银行账户、车辆
登记以及“扫码检查”中的应
用。发布京津冀统一代码区域
协同标准，为统一代码数据交换
和应用提供规范指导，为区域信
用监管一体化提供支撑。积极
开展宣传，充分利用微信、抖音
平台及市属和中央媒体多方式
多渠道开展统一代码对外宣传，
提升公众对统一代码的认知。

2025年1—4月，北京市统
一代码新增赋码法人和其他组
织共计 11.1万家，同比增长
19.8%。其中，数字经济及其核
心产业与战略新兴产业赋码量
均创近三年历史新高。

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赋
码量增长亮眼，赋码量同比增
长79.5%，所有细分行业均实现
正增长。其中，数字技术应用
业表现尤为突出，赋码量同比
增长153%，占数字经济赋码总
量的61.4%，成为推动数字经济
发展的核心引擎。软件开发领
域以超过300%的增速领跑。

战略新兴产业赋码量增速
迅猛，新赋码机构达5.6万家，
同比增长35.2%。除新能源产
业外其余产业均实现正增长，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表现亮
眼，赋码量同比增长近200%，人工智能领
域增长突出。

生产性服务业新赋码机构近7万家，
同比增长25%，除金融服务业之外其他产
业均实现正增长，信息服务业增幅显著，
增长133.2%。

民营经济赋码量同比增长21.2%，其
中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分别增长21.4%
和20.1%。北京市民营经济赋码量在新兴
领域增速突出。

总体来看，北京市1—4月数字经济及
其核心产业与战略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为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数字经济引领作用突显。

北京端午节前粽子专项抽检合格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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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食品安全“你点我检”实验室开放日活动举办

北京发布52项工作标准全面规范市场监管服务

北京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经营特医食品备案实现全程网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