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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有一个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
定将正式实施！

记者日前从成都市市场监管局获
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1年12
月24日公布的《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2022年 3月15日起正式施行。该《办
法》实施后，将加强和规范对食品生产
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督促食品生产
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让老百姓吃得
更放心！

据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办法》最重要的变化是不限于

“日常监督检查”，而是将“飞行检查”和
“体系检查”进行整合，明确纳入监督检
查方法之中。《办法》具体将如何守护舌
尖安全？该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检查情况记入食安信用档案

《办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应当每两年对本行政区域
内所有食品生产经营者至少进行一次
监督检查。

检查结果对消费者有重要影响的，
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按照规定在食品
生产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或者公开
展示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同时，将监
督检查情况记入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
安全信用档案；对存在严重违法失信行
为的，实施联合惩戒。

该负责人表示，食品安全没有“零

风险”，监管必须“零容忍”。
据介绍，从2012年12月起，成都

市市场监管部门每年都开展了百日
“春雷行动”，严打市场监管领域的违
法违规行为，和食品安全相关的执法
子行动更是“春雷行动”的重中之
重。今年的“春雷行动2022”开展两
个月来，已立案查处食品安全相关违
法案件2411件，形成打击问题食品的
高压态势，促进成都市食品安全质量
得到总体提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
康安全。

强化食品安全风险管理

记者注意到，《办法》进一步强化了
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结合食品生产经营

者的食品类别、业态规模、风险控制能
力、信用状况、监督检查等情况，将食品
生产经营者的风险等级从低到高分为
A、B、C、D四个等级，并对特殊食品生
产者以及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等高风险食品生产经营者实施重点监
督检查，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日常监督检
查频次。

《办法》也贯彻了食品经营企业风
险级别不同，享受不同“执法待遇”精
神。比如《办法》规定，按照风险管理
的原则，制定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
要点表，并综合考虑食品类别、企业规
模、管理水平、食品安全状况、风险等
级、信用档案记录等因素，编制年度监
督检查计划。

检查更细化监管更严格

此外，《办法》还对食品安全生产、
销售、餐饮等环节检查内容进行了细
化，要求也更为严格。

比如在食品生产环节监督检查要
点新增“标签和说明书、食品安全自
查、信息记录和追溯等情况”；食品销
售环节通用检查项目从34项增加至
79项，新增“食品安全自查、食品安全
追溯体系、进口冷链食品三专管理、禁
止销售食品以及温度、购销、贮存、运
输过程控制”等内容；对特殊食品销售
环节的监督检查要点新增了“禁止混
放销售、标签和说明书核对、不得对
0-12个月龄婴儿食用的婴儿配方食
品进行广告宣传”等内容；对特殊食品
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的监督检查要点
进行了单独明确；对温度、湿度有特殊
要求的食品贮存业务的非食品生产经
营者的监督检查要点应当包括备案、
信息记录和追溯、食品安全要求落实
等情况；明确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展
销会举办者监督检查要点应当包括举
办前报告、入场食品经营者的资质审
查、食品安全管理责任明确、经营环境
和条件检查等情况。

“下一步，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将以
实施新《办法》为契机，强化食品安全风
险意识，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压
实监管部门责任，督促问题隐患整改到
位，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坚决守护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该负责人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实习生刘宇凌

食品监管新规今起实施

监督检查结果要在醒目位置公开展示

日前，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成
都互联网法庭）公布了一起网络买卖合
同纠纷案。去年3月，李某在“拼多多”
网络购物平台的“鸿鹄森手机专卖店”
购买了一部小米手机，手机到手后，他
通过查询手机序列号发现，该手机早在
2018年就已激活。

由于鸿鹄森手机专卖店页面宣传
信息标明“本店手机都是正品全新未拆
封，支持全国联保一年，支持官方查验，
放心购买”，李某认为自己遭遇欺诈，在
多次协商未果后，将该专卖店起诉至法
院，请求退货退款并赔偿3倍商品价款
损失。

事件回放
购买的全新手机实为“二手货”

2021年3月15日，李某花费1849
元，在上述专卖店购买了一部小米手
机。收到手机后他发现，该手机外包装
背面未标注生产日期，便联系店铺客服
提出质疑。鸿鹄森手机专卖店客服回
复称：“发出都是全新正品，小米商城可
以查询，售后可以验货，手机2019年左
右出厂。”

之后，李某多次致电小米官方客
服，经官方客服查询手机序列信息得
知，该手机实际激活时间为2018年5

月26日。为进一步核实情况，2021年
7月31日、8月24日、8月25日，李某
分别在小米线下服务中心查询得知，
该手机已于2018年5月26日于浙江
省宁波市奉化区米家实体店出售，并
开具了纸质发票，于次日激活“三包”
服务。

经过多次协商未果后，李某以涉嫌
欺诈为由将专卖店起诉至法院，请求退
货退款并赔偿三倍商品价款损失。

法院判决：
店铺存在欺诈应“假一赔三”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与被
告之间成立网络购物合同关系，该合同
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
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
行各自义务。

李某支付商品货款后，被告应按照
合同约定履行供货义务，向李某出售全
新正品“小米MIX2S”型号手机。但手
机序列信息、《售后服务受理单》、《系统
查询订单》共同证明，李某收到的手机
已于2018年5月26日出售，并开具了
销售发票，该手机已于当晚激活使用，
次日开启“三包”服务。

法院认为，以上事实与宣传、约定、
承诺的“全新、正品、未拆封”手机性质

不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五百七十七条规定，被告应依法承担违
约责任。因此，李某要求被告退货退款
并赔偿损失，于法有据。

被告在购物平台开设专卖店销售
手机及周边产品，交易行为带有经营目
的，符合经营者身份。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
规定，因被告在案涉交易中售卖存在明
显欺诈行为，原告李某请求3倍赔偿损
失的主张，亦予以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李某
手机价款1849元，并赔偿3倍商品价
款损失计5547元。宣判后，原、被告均
未提起上诉，被告于判决生效当日履行
完毕。

法官提醒：
网购记录应注意保存

对此，法官提醒广大网购消费者：
购物前应注意保存平台购物发布信息、
聊天记录类信息等电子数据；收货后对
包裹仔细查验，贵重物品录制开箱视
频，拍照留证；发现商品存在问题后及
时通过官方途径查询，特别强调诉讼过
程中电子数据证据的存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实习生 李沙

被差评后频繁电话骚扰乘客

涉案司机赔偿道歉
并被永久封号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你有
过乘坐网约车或者网购打差评的经历
吗？你因为打差评被电话“轰炸”过
吗？成都消费者孔女士就遇到了这样
的事。

在14日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
员会发布的四川省2021年度消费纠纷
调处十大典型案例以及成都市消费者
协会10日发布的2021年十大典型案
例中，都提及了孔女士的遭遇。

去年，孔女士乘坐成都某科技有
限公司外包服务平台的网约车时消费
体验感较差，结束后在该平台给予司
机差评。没想到此后，司机便不分白
天黑夜不间断拨打其电话骚扰。而孔
女士正怀有身孕，这让她不堪其扰。

经调查，孔女士反映的情况属实。
经调解，司机向孔女士赔礼道歉并

赔偿损失3000元；网约车公司对涉案
司机永久封号、不再合作，与涉案合作
外包服务平台终止合作。

消费过程中如何保护好个人信
息？对此，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
主任郭龙伟建议消费者在授权经营者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时，仔细阅读协议条
款。经营者获得、处理消费者的个人信
息应当经过消费者同意，对于违法违规
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消费者有权向国家
网信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投诉举报。

买的新手机竟是“二手货”
消费者起诉网店要求“退一赔三”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进一步细化检查内容

食品生产环节

监督检查要点新增“标签和说明书、食品安全自查、信息记录和
追溯等情况”。

食品销售环节

监督检查要点新增“食品安全自查、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进口冷
链食品三专管理、禁止销售食品以及温度、购销、贮存、运输过程控
制”等内容。

特殊食品销售环节

监督检查要点新增了“禁止混放销售、标签和说明书核对、不得
对0-12个月龄婴儿食用的婴儿配方食品进行广告宣传”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