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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 中小学校园餐是重大
民生工程，事关万千家庭。7月4日从北
京市教委获悉，北京持续推进中小学生在
校就餐营养质量提升工作，今年9月新学
期，全市中小学生将实现免自带餐具。

据了解，目前北京全市共2114个校
址供餐，保障181.3万中小学生在校就
餐。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开
展校园餐改革攻坚，当前需自带餐具的学
生数量已由2024年初的32万人降低至2
万余人，今年秋季学期开学后，这2万多
名孩子也将不用带餐具上学，“学校提供
多元选择，希望自带餐具的家长依然可选
择自带。”

小小餐具，缘何重要？北京市海淀区
一名小学生家长坦言：“以前孩子需自带

饭盒，有时午饭时才发现忘了带，或者打
开后还留着前一天的残羹剩饭。小孩子
有时候还盖不紧盖子，汤汁流得到处都
是。”北京一位小学教师也表示，学生自带
的餐具规格各异，“既给学生增加负担，也
为分餐带来不便。”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由于北京一些
学校的空间十分局促，没有校内食堂，无
地安置洗碗消毒设备，在校园餐推广初
期，这些学校的孩子需自备餐具。北京聚
焦这一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大力推进
“中央厨房+”供餐模式试点工作，将洗
菜、择菜等食材粗加工环节前置到企业的
中央厨房，对学校进行改扩建挖潜空间，
见缝插针设置“微厨”，以增设餐具洗消设
备，并严格制定校园餐具消毒标准，逐步

实现为孩子们的“小书包”减负。
“一方面，这些学校的校内‘微厨’也

配备了智能烹饪设备；另一方面，针对依
旧无法挖掘出食堂空间的少部分学校，北
京建立起‘校校合作’机制，依托供餐能力
充足的学校食堂，跨校为邻近的无食堂学
校供餐。”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多措并举，北京将以往的校外供餐模式
改为校内供餐，实现“让厨房离孩子更
近”，大幅缩短了供餐时间，更好地保障菜
肴口味和营养。

据悉，未来，北京还将持续推进建设
智慧食堂校园餐全过程可追溯管控体
系、建设大宗食材集采平台、提高学校新
型自营食堂数量等，为学生茁壮成长保
驾护航。

本报讯 果君 北京市食品经营许可
审查细则近日发布。根据细则要求，中
小学食堂、托幼机构食堂、托育机构食堂
不得申请冷荤类食品制售、冷加工糕点
制售和生食类食品制售项目。

根据细则要求，食品经营主体业态
分为食品销售经营者、餐饮服务经营者、
集中用餐单位食堂。从事食品批发销售
的，许可证主体业态后面应以括号标注
“食品批发销售”。从事中央厨房或集体
用餐配送经营的，许可证主体业态后面
应以括号标注“中央厨房”或“集体用餐

配送”。根据学校食堂、托幼机构食堂的
经营形式，许可证主体业态后面应以括
号标注“学校自营食堂”“学校承包食堂”
“托幼机构自营食堂”“托幼机构承包食
堂”。承包企业名称通过二维码标注和
展示。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的，
许可证主体业态后面应以括号标注“利
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

无实体门店的互联网食品经营者不
得申请食品制售项目以及散装熟食销
售，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的除外。

利用自动设备从事食品经营的，申

请食品经营许可应当提交自动设备的产
品合格证明和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方案，
不得申请冷荤类食品制售、冷加工糕点
制售和生食类食品制售等高风险食品制
售项目。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后，自动
设备类型、加工品种和工艺发生变化，可
能影响食品安全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在
变化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行政审
批部门报告。

细则同时强调，被列入严重违法失
信名单的企业不得承包集中用餐单位
食堂。

本报讯 赵述评 7月3日，从北京市
市场监管局获悉，全国首部消费纠纷行
政调解服务地方标准《消费纠纷行政调
解服务规范 市场监管领域》（DB11/T
2443—2025）发布，将于 2025年 10月 1
日正式实施。该标准针对消费者跨区
域维权中程序有差异、成本增高等痛
点，要求自投诉受理之日起60日内完成
调解。

标准对组织、人员、方式、时限等提
出明确要求。其中调解可采取现场或
非现场方式；时限自投诉受理之日起60
日内完成调解，调解过程中鉴定、检测
时间不计算在内。

调解范围为市场监管部门依职责
处理的消费纠纷，包括与商品相关的产

品性能、规格等级、有效期限等纠纷；与
商品相关的广告宣传、明码标价、称重
计量等纠纷以及其他依职责处理的消
费纠纷。

在受理确认环节，调解人员要复核
投诉材料，与双方当事人确定是否调解
及调解方式，说明调解相关事宜。在实
施调解环节，调解人员要向双方当事人
告知自己的身份，并核实双方当事人身
份，宣布调解注意事项，采用说理、讲
法、劝导等方式，引导双方当事人减少
分歧，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在调解结果环节，现场调解达成一致意
见的，可视情况制作或不制作调解协议
书；非现场调解达成或未达成一致意见
的，应经双方当事人口头确认。

标准制定过程中在强调部门协同、
司法衔接服务方面进行了创新。在强
调部门协同方面，标准服务流程中明确
“涉及不同行业领域、涉群体性等复杂
消费纠纷的，调解时宜与有关部门、行
业组织等进行会商”，进一步强化部门
协同配合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标准还强调了司法衔接服务。在
总结北京市房山区消费领域纠纷调解
协议“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经验的基
础上，标准创新性增加了现场调解环节
中的司法确认内容，赋予调解协议与法
院判决书同等法律效力。这种行政机
关与司法机关的双效权威叠加机制，能
够促使商家和解，极大提升了消费纠纷
解决率。

本报讯 芦晓春 近日，从北京市
农业农村局了解到，《2025年北京
市“田长制”任务清单》已正式发
布。任务清单明确提出，要压紧压
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全链条责
任”体系，聚焦耕地“保量、提质、增
效”核心目标，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
治责任。

今年的任务清单包含完善耕地
保护政策、扎实开展农田建设、加强
耕地用途监管和推进耕地数字化管
理等多项内容。在开展农田建设、
提高耕地质量方面，要高质量完成
15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开展
全域潜力调查，科学编制永久基本
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力
争到 2035年实现宜建尽建。在延
庆、密云两区开展农业灌溉能力提
升试点，探索可复制的农业增效新
模式。在耕地用途监管方面，坚决
整治耕地“非农化”，严防“大棚房”
问题反弹，同时要求分类有序整改
“非粮化”，合理设置过渡期，切实保
护农民权益。清单还明确提出要开
展耕地全口径调查与质量鉴定，构
建全市耕地管理数据库，同步推进
耕地数字化管理，加快形成耕地保
护“一张图”管理体系，实现耕地保
护数字化转型。

据悉，自 2021年全面推行“田
长制”以来，北京市连续5年以1号
总田长令形式，明确年度田长制任
务目标，通过建立工作机制、制定
相关政策、创新监管手段等多种
举措，统筹推进耕地保护和质量
提升。

本报讯 司晋丽 7月4日，2025年全国
食品安全宣传周中国贸促会主题日活
动-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推介活动在北京
举办。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乾、玻利维
亚驻华大使乌戈?西莱斯出席活动并致
辞。本次活动共颁发13份中国贸促会
《地理标志产品品牌证明书》，签署2个合
作备忘录。

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负责
人介绍了地理标志产品融入全球农业供
应链的发展机遇，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
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山东省东营市垦利

区、广东省茂名市化州市代表就本区域地
理标志产业的质量安全体系和高质量产
品做了主题发言。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
酒、福鼎白茶、安溪铁观音、无锡毫茶、黄
河口大闸蟹、河口刺参、化橘红、阳信牛
肉、盘锦大米、峄城石榴、桂林米粉等知名
地标产品企业进行推介和现场展演，合力
讲好地标品牌故事。

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自2011年起已
举办12届，是我国食品安全领域规格最
高、涉及面最广的主题宣传活动。本次推
介活动由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

牵头举办，向国际工商界宣传推广我国地
理标志产品，有力提高公众对地理标志产
品代表的高品质食品的认识，为中国地标
企业融入全球绿色农业供应链提供了国
际化平台。

来自辽宁、江苏、福建、山东、广东、广
西、海南和宁夏地理标志产区的政府代
表、贸促机构代表、知名地标企业代表，星
巴克中国代表，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知识产
权专业委员会等行业协会代表，以及马来
西亚驻华大使馆和洪都拉斯驻华大使馆
代表约100人参加活动。

本报讯 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消息，为培育公平竞争文化，提升
企业合规经营水平，北京市市场
监管局面向制造业、旅游业、互联
网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以“公平
竞争 合规共赢”为主题的反垄断
送法上门活动。活动从 4月份开
始，为期两个月，累计吸引近80家
行业协会及企业参加，组织专题培
训覆盖人员超2万人次，推动各类
经营主体深化对反垄断法的理解
认同，为促进企业合规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活动采取“送法上门+自主组
织”模式，各单位结合实际需求自行
组织观看反垄断法系列宣传片。活
动整体实施呈现以下特点：聚焦行
业协会、头部企业等反垄断重点领
域开展定向宣传，提升普法精准性；
重点将企业负责人作为培训对象，
通过会前学法、主题党日等形式开
展集中学习，切实提升企业领导层
的反垄断意识，筑牢合规根基；采取
企业内部宣传屏幕循环播放、内部
学习平台打卡等多种创新宣传形
式，实现全体员工参与学习，有效扩
大普法覆盖面。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
深化反垄断普法宣传工作，提升普
法实效，推动企业依法合规经营，为
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公平
有序的市场环境。

北京9月新学期将实现全部中小学生免自带餐具

北京市食品经营许可审查细则发布

北京发布全国首部消费纠纷行政调解服务地方标准

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

北京市发布2025年
“田长制”任务清单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持续
深化反垄断普法宣传工作

中小学食堂不得申请冷荤类食品制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