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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重点，把好食品安全关

面对1700多家食品经营单位，华庄分局在
人手紧缺的情况下，着重抓住重点对象、重点时
间，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严把食品安全关。

围绕重点对象，华庄分局根据经营方式、种
类、规模等，对经营户进行梳理和排查，把群体消
费较多、营业额较大的中大型餐馆、超市、市场及
人口密集的学校、工地、大型企业食堂等列入重
点对象进行监管。在日常管理全覆盖的基础上，
增加对重点对象的监管和抽检的频次，加强与重
点商户的沟通和约谈，积极上门服务指导，规范
并督促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加强行业自律。

在重点时间段，分局严格落实食品巡查全覆
盖，防患于未然。每年的5-10月，气温较高，江
南地带潮湿等气候特征，细菌易孳生，从而导致
食品腐败变质，引发食物中毒。在该时间段，分
局集中执法人员和食安办安全员开展学习、培训
和宣传活动，同时按照食品经营户巡查全覆盖的
要求，逐户进行深入检查，排除隐患；在重要节日
和重大活动期间，有针对性地开展重点监管，同
时，召集重点商户进行集中约谈，或分门别类地
上门指导、督促，组织力量开展互查、抽查、突击
检查等多种形式的监管，强化经营户自律氛围，
保持对食品监管的高压态势，有效保证了重点时
段的食品安全。

“三网共治”，实现监管全覆盖

食品安全是一项长期性、动态性工作。如何
保持辖区食品安全持续稳中向好，是监管部门的
长期“课题”。为此，华庄分局联合有关单位合力
打造出“三网共治”的食品安全监管格局：在华庄
分局，形成一把手负责、分管局长牵头、条线专管
员负责的监管体系，负责安排专项检查、总结布
置，其他干部担任网格专管员，划片包干，负责日
常巡查和指导服务；依托街道食安办建立一支基
层安全员队伍，由街道主任牵头，在社区及经发、
教育、城管、公安等部门聘任兼职安全员，履行信
息员、联络员的职责，协助分局工作；组织大型超
市、市场、生产单位和餐饮单位，建立专职食品安
全员网络，通过他们开展培训、法律法规宣传以
及安全管理，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好食品安
全制度。

以上三个网格体系交叉和重叠，形成了纵横
交错、条块结合的食品安全监管全覆盖网络，使
辖区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常态化和无缝化，进一步
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今年起，华庄分局将继续认真排查食品安全
风险隐患，以“坚持全覆盖、力争无遗漏”的工作
原则，深入开展“守底线、查隐患、保安全”专项行
动，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风险隐患，严格按进度整
改，消除问题隐患，与此同时，通过“回头看”及

“复盘”等方式，把专项行动中好的经验做法以制
度形式固化下来，推动建立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
制，全方位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袁帆）

当商户遇有“特殊”情况，
荣琪民也有柔和的一面。

“十一黄金周”是餐饮业的
消费旺季，一些新开商户想赶
在黄金周前开业却又因准备仓
促达不到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过
审条件，为能让商户尽早开业，
每年国庆节前的两个礼拜，荣
琪民就提前开启“服务”模式，
奔波于各个筹备开张的商铺，
现场指导，确保其符合食品安
全要求，能尽早拿证开业，忙碌
到晚上9点都是常态。

今年，全国多地出现进口
冷链食品外包装检测出新冠
病毒的情况。根据我市疫情
防控工作部署，荣琪民每月对
辖区内的30余家进口冷链食
品经营单位及500多家餐饮
单位进行全覆盖检查。起初，
许多经营者未能正确认识问
题的严重性，对所需提供的海
关报关材料、核酸检测报告、
消杀报告等搞不清、拿不出、
备不齐。对此，荣琪民除督促

所有餐饮单位严格落实无锡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防疫要求
外，还不辞辛苦地往返于多家
商户，现场为经营者耐心讲解
规范做法，并利用午休时间组
织进口冷链食品经营单位及
商管方进行培训。经过一个
多月的不断宣导和督促整改，
辖区内相关商户均能严格按照
防疫规定使用进口冷链食品。

在荣琪民认真负责的监
管指导下，无锡万象城购物中
心创建成为无锡经开区首个
省级餐饮安全示范街区，也成
为本轮疫情控制后，经开区餐
饮行业复工复产最快的街区
之一。

初心引领方向，使命激发
担当。坚守一线的荣琪民，把
自己最好的青春献给了市场
监管，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入党
宣誓时的承诺，为维护好市场
经济秩序，保障消费者放心、
安心消费而持续发光发热。

（周宁）

织密食品“安全网”
守牢餐桌“安全线”

近年来，经开区市场监管局华庄分局坚持底线
思维，以点带面、全面深入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解决突出问题，强化整改落实，不断织密食品安全
监管防护网，推动辖区食品安全持续稳中向好。

荣琪民，今年57岁，1993年进入工商管理系统，现任经
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太湖分局北网格监管组长。在长达30
年的忠诚履职中，曾6次获得市工商局嘉奖，并多次荣获个
人二等功、三等功、先进个人等称号，他夙夜在公、务实重
行，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入职初心。

刚柔并济守“胃”者:
30年坚守一线保食安

日前，全省食品安全工作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名单揭晓，无
锡市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太湖分
局荣琪民同志荣获“全省食品安全
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荣琪民管理着太湖分局
北网格 1500 余家商户，每年
日常核查食品经营许可证现
场约 300 余次，处理消费纠
纷600余起，还需带队执行中
高考保障、多部门联合执法检
查等专项行动。

执法工作经常跟市场经
营户打交道，其中不乏有监管
对象说情、打“擦边球”甚至请
客送礼的情况，荣琪民始终坚
守原则，依法履行职责——

2021年，荣琪民接到了一
起某大型超市所售面包存在
发霉情况的举报。接到举报
后，他第一时间带队到现场核
查，经查，举报人反映情况属

实，且该批次面包还存在生产
记录大于销售及实际留存销
毁数量等问题，以及涉嫌自行
篡改生产日期二次销售的违
法行为。

案发后，该超市负责人偷
偷找到荣琪民，表示可以通过
补偿消费者自行调解，并许诺
给予荣琪民一定好处。面对
诱惑，荣琪民不为所动，对其
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对其作出停业整改、
罚款的行政处罚。

“廉洁奉公、执法为民”是
荣琪民30年来坚持的原则，也
是他从事行政执法工作始终
保持“零投诉”的关键。

秉公执法
他是食品安全“守卫者”

上门服务
他是餐饮行业“护航人”

“厨房重地，闲人免入”。这句提醒在很
多餐厅都常见。“重地”之内，消费者关心的
环境卫生是否达标、食品安全是否过关等，
如何直观可见？经开区市场监管局利用网
络技术，积极推行“互联网+明厨亮灶”，让餐
饮单位后厨“脏、乱、差”问题无处遁形，让消
费者更加明白消费的同时，形成了人人关
注、人人参与食品安全的良好氛围，倒逼餐
饮单位主动落实主体责任，提升餐饮服务质
量。截至目前，经开区已安装“互联网+明厨
亮灶”的餐饮单位达948家，总体覆盖率达
50%。

该局通过微信公众号、新闻媒体等平
台，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

“你我同查”“食不相瞒”“你点我检”等活动，
让群众通过线上、线下渠道，直观“看到”食
品安全状况，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食品安
全监督。“通过参与活动，既看到了监管部门
的执法全过程，也更直观地了解到了餐厅后
厨的整体环境，让我们消费多一分安心，对
今后参与食品安全监督也很有帮助。”一名
参与“你我同查”活动的律师代表如是说。

群众视角看得“见”，专业视角则看得
“深”。为提高监管的专业度，经开区市场监
管局通过“借力”，探索专业机构参与食品安
全工作的新模式——去年以来，该局引入社
会专业机构，对辖区餐饮服务单位开展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及时发现潜在的食品安全风
险隐患，并提供专业“辅导”，帮“差生”单位

“补课”进步，帮“优等生”查漏补缺、提档升
级。自推行以来，经开区的食品安全状况总
体平稳，管理水平稳步提升，全年未发生食
品安全事故。

经开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该局在深入开展“守底线、查隐患、保安
全”专项行动的同时，将以提升完善经开区
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为契机、以创建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为抓手，进一步整治学校周边
食品安全、“三小”治理、工地食堂、外卖食品
安全等老大难问题，持续探索食品监管新模
式，推动构建食品安全共建共治共享新格
局，提高公众食品安全意识，让消费者吃得
放心、吃得安心。

（刘娟/文 张轶伦/摄）

线上食品安全保障“加码”，
线下“重点食品”的监管也在升
级。在礼阁仕海岸城店的进口冷
链食品销售专区，每款食品都有
专属二维码，使用微信或支付宝
的“江苏冷链”小程序扫码，即可
查看该批次食品的消毒证明、核
酸检测证明、检验检疫证明等证
明及产地、入境时间等信息。正
在挑选进口三文鱼的市民钱女士
告诉记者，“疫情下，对进口冷链
食品又爱又怕。现在扫个码，就
能看到来源和各种证明信息，让
人比较安心。”

进口冷链食品的“安全感”，

与 经 开
区市场监管局
扎实落实进口冷链食品
监管工作的“规定动作”有关——
去年以来，该局对辖区从事进口
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该区暂
无从事冷链食品贮存服务的第三
方冷库）持续摸排检查，全面推广
使用“江苏冷链”系统，要求相关
单位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管理要
求，并督促从业人员按要求落实
核酸检测、疫苗接种、场所消杀等
相关防护工作。

为有效应对相关单位分布散、
人员多、流动大的监管难题，经开区市
场监管局将监管端口进一步前移，在
对全区冷链食品全面摸底后，创新了
针对进口冷链食品监管的“自选动
作”，实行“教学式监管”：通过QQ群
与各单位相关管理者实现信息即时联
通，及时传达相关政策、指导规范操
作，同时，根据疫情防控最新管控频次
要求，利用QQ群每天在线布置“作
业”，要求各单位管理者每天“交作业”
（上传“两码一报告”），监管人员通过
“批改作业”查验后形成汇总表。对于
漏交作业、经督促提醒仍不改正的“差
生”单位，第一时间上门督查，实现了
动态、精准监管“治未病”，大大提高了
监管效能。

目前，经开区市场监管局通过前
期教育引导、现场检查、“回头看”督
查等方式，对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
活动形成了贯穿事前、中、后的全链
条监管闭环，切实压实了相关单位的
主体责任，防范、杜绝进口冷链食品
带来的风险隐患，为广大消费者营造
了放心的消费环境。

推动食品安全共治共享

严防“重点食品”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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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将在我市启动。俗话说，民以食
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为保障市民吃得健康、吃得安全，无锡经开区市场监管局在扎
实做好日常监管“规定动作”的同时，积极拓展“自选动作”，探索创
新监管模式，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推动食品安全质量提档升级，
努力做到食品安全的可知、可感、可见。

全程保障
智慧监管
多方参与

在经开
给你看得见的
“舌尖安全”

共创食安新发展
共享美好新生活

全程护航外卖餐饮安全三重
保障

不想出门不想出门，，点个外卖点个外卖；；不想做饭不想做饭，，点个外点个外
卖……外卖已成为年轻人的卖……外卖已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标配生活标配””。。在在
经开区金融三街一家公司上班的小宋亦是如经开区金融三街一家公司上班的小宋亦是如
此此。。去年以来去年以来，，她和同事发现她和同事发现，，他们的外卖悄他们的外卖悄

然发生着变化然发生着变化。。
““工作日午餐全靠外卖工作日午餐全靠外卖。。以以

前前，，外卖小哥把外卖往大厦楼下一放外卖小哥把外卖往大厦楼下一放
就走了就走了，，不仅难找不仅难找，，还会有被误拿还会有被误拿、、误拆的误拆的
风险风险，，我们很担心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很担心食品安全问题。。””小宋说小宋说，，

““现在不仅有了专门存放外卖的餐柜现在不仅有了专门存放外卖的餐柜，，春天春天
时时，，有的外卖还有樱花封签有的外卖还有樱花封签，，不光颜值高了不光颜值高了，，
吃起来也更放心吃起来也更放心。。””

小宋和同事们外卖的变化小宋和同事们外卖的变化，，是经开区市是经开区市
场监管局积极探索外卖食品安全监管新模式场监管局积极探索外卖食品安全监管新模式
的结果的结果。。据介绍据介绍，，经开区分布着以金融街为代经开区分布着以金融街为代
表的诸多写字楼群表的诸多写字楼群，，为保障为保障““上班族上班族””及居民外及居民外
卖餐饮安全卖餐饮安全，，经开区市场监管局在加强对外卖经开区市场监管局在加强对外卖
餐饮商家监督检查力度的同时餐饮商家监督检查力度的同时，，联合网络餐饮联合网络餐饮
服务第三方平台服务第三方平台，，启动启动““ee食无忧食无忧、、安全守护安全守护””
外卖餐饮食品安全提升行动外卖餐饮食品安全提升行动，，推出了推出了““智能取智能取
餐柜餐柜”“”“食安封签食安封签”“”“互联网互联网++明厨亮灶明厨亮灶”“”“线上线上

食安险食安险””等一系列食品安等一系列食品安
全保障举措全保障举措，，合力打造合力打造““线线

上上++线下线下””全覆盖的安全监管网全覆盖的安全监管网
络络。。
“以前在网络餐饮消费中，餐饮制

作、送餐等环节不够透明，餐后出现食品
安全问题，有苦说不清，理赔也会面临较为繁
琐的举证等问题。”经开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系列举措推出后，消费者在下单
前后可看到餐厅后厨卫生状况，送餐中有食
安封签保障，万一出现食品安全问题，还可通
过“线上食安险”快速理赔，如此操作实现了
覆盖外卖“点单—送餐—餐后”的全流程保
障。此外，该局还联合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
平台在万象城试点推出“线上餐饮示范街
（区）”，正向激励商家提升餐饮质量安全，促
进网络餐饮服务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