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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锅炉安全检查锅炉安全

2020年8月11日，食安委第一次会议在市政府召
开

召开全市加强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会议召开全市加强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会议 深入基层服务企业深入基层服务企业

本版稿件、图片由
本报记者 李及肃 提供

徐晖副市长带队检查节日徐晖副市长带队检查节日
期间市场监管工作情况期间市场监管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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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专项斗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争，，市场监管在行动市场监管在行动

走进配餐中心守护走进配餐中心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舌尖上的安全””

新冠疫情突如其来时，有一群人从大
年三十开始就深入医院、药店、超市一线，
检查防疫用品、生活物资质量和价格，严防
借机哄抬物价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供热期临近时，有一群人下深井、钻锅
炉，对供热工程管网进行现场检测指导，全
力保障冬季供暖锅炉和管道的安全平稳运
行。

发现制售假药时，他们历时9个多月，
辗转河北、北京、山东等地，驱车3000余公
里，配合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 73名，
摧毁黑加工点 7处，查获散装药片 55万余
片，案值近亿元。

……
这群人，来自市市场监管局。过去的

三年，他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安全放
心的消费环境，守住“四个安全”底线，构建
新时代市场监管工作新格局，为服务我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转型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他们一次次坚守安全底线、一次次亮
剑市场顽疾、一次次直击消费乱象、一次次
实践高效监管……他们以人民为中心，用
实际行动谱写“成百上千”生动而温暖的履
职诗篇。

守住“四个安全”底线的“1”，让人民群
众安全感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食品安全是民生，民生与安全联系在
一起就是最大的政治”“药品安全关系人身
健康和生命安全，容不得含糊”……这是习
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也是人民的需求。市
市场监管局作为食品、药品、特种设备、产
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守护者，一直把这“四个
安全”定为市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不遗
余力、全力以赴。近三年来未发生一起原
发性、系统性、区域性市场监管领域安全风
险。

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开展肉品综
合治理行动、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加强疫情防控期间食品安全、校园食堂及
周边食品安全、节日食品安全大检查等 30
余个专项行动，开展食品、保健品、农村集
体聚餐等20个专项整治，查办了一批大案
要案，维护了消费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加
强餐饮监管质量提升，开展“明厨亮灶”改
造、餐饮服务“寻找笑脸就餐”活动，全市学
校食堂（含托幼机构）共有 197家完成“明
厨亮灶”改造工作，改造完成率100%；开展
餐饮服务量化分级管理评定，全市餐饮服
务单位共有A级单位102户，食品销售A级
单位 1892 户，食品生产企业 A 级单位 49
户；抽检食用农产品、普通食品、学校食堂
及配餐企业抽检 1962批次。目前，我市食
品抽检合格率稳定在 98%以上；持续对冷
链食品进行全覆盖常态化监管，督促进口
冷链食品经营者、贮存者严格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严守“四个不得”。

强化药品安全监管。开展了“药店规
范化管理”创建活动，确定示范单位 8家，
全面系统总结规范化管理经验在全市推
广。试行《辽源市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推行

“电子处方”和“执业药师远程审方”的实施
意见》，推动“互联网＋ 药品流通监管”。组
织召开“两品一械”“全市大型医疗机构落
实主体责任”等专题会议，每年对全市医疗
机构相关负责人进行集体约谈。加强疫情
防控药品监管，对发热和抗菌、抗病毒药品
坚持登记管理，每天报送药品销售情况，每
周报送疫情防控市场监管组工作情况。制
定年度药品抽检计划，三年来抽样药品
1000余批次。加强医疗器械监管，对 218
家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和 98家医疗器械使
用单位日常监管。开展医疗器械经营单位
和使用单位专项整治、医疗器械“清网”行
动，发布化妆品消费提示，开展非特殊用途
化妆品备案检查。

强化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认真组织春
节、“五一”“十一”等重点节假日时段的安
全检查，聚焦人员聚集场所，分时段、分重
点检查商场电梯、浴池锅炉、大型游乐设施
等特种设备。以“安全生产冬春整治”“夏
秋百日攻坚”为主线，分别组织“特种设备
专项整治行动”“电梯专项整治”等多项专
项整治工作。三年来，检查特种设备使用
单位 640家次，特种设备 888台件，下达安
全监察指令书51份，约谈企业负责人3次。

强化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结合安全三
年整治和“龙山辽水安全行”工作要求，加
强获得生产许可证危化品生产企业质量安
全风险隐患排查。开展精准靶向监督检查
行动，组织监管人员对我市危险化学品、食
品用纸包装、化肥、电线电缆等多家企业持
续保持生产合格能力进行监督检查。对统
一日杂有限责任公司、长安烟花爆竹有限
公司等烟花爆竹销售商户进行监督检查，
有效保障市民节日安全。开展以服装鞋帽
类、建筑装修装饰材料类、交通工具类、农
资类、成品油类、塑料制品类、煤炭类、洗手
液等 8类商品为重点的抽检行动，共抽取
商品 361个批次，进一步强化生产流通领
域商品质量监管。

加上服务发展的“0”，为企业更好、更
快发展保驾护航

市市场监管局是高效监管的实践者，
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三年来，该局
加快建设质量强市步伐，促进全市质量发
展水平有效提升。

打响质量强市战略，促进高质量发
展。成立质量强市战略领导小组，组织质
量强市战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开展农产
品、制造业、消费品、食品、药品、中小企业、
服务业、工程、出口商品、环境等10个领域
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明确质量提升推进措
施，促进全市质量水平整体提升。发挥舆
论导向作用，扩大质量工作影响力，通过开
展“世界质量日”“世界标准日”等主题宣传
活动，深入东北袜业工业园区与企业座谈，
指导东北袜业“一厂一品”品牌建设，切实

增强全市的质量意识。
发挥知识产权引领，为企业注入创新

活力。引导和支持企业围绕我市重点打
造的“2115555”产业布局，加大专利申请
力度，形成一批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大幅
提升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制定我市

“十四五”知识产权发展规划，加快推进知
识产权入园区、进企业、进校园建设。拓
展创新免费或低成本获取知识产权信息
的服务渠道，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企工
程，培育国家和省级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
业。深化知识产权融资服务，拓宽融资渠
道，开展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组织青少
年参加发明创造大赛。提高我市地理标
志商标总数、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每万
户市场主体有效注册商标占比。强化商
标国际注册指导，推动产业集群品牌商标
注册，发挥高新区集聚效应。

夯实基础支撑作用，提升综合竞争
力。加强标准化、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
质量基础工作，进一步夯实企业质量基
础。在基本公共服务、高端装备制造业、
新兴产业等领域强化标准引领，积极培育
国家级和省级标准化示范试点企业，为国
家高新区建设发展提供技术支撑。推进

“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行动和企
业标准“领跑者”活动，发挥标准化规范作
用。强化认证监管，以有机产品认证示范
区为抓手，探索建立区域认证联盟，推进
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积极引导企
业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行业
标准，抢占行业制高点和话语权。在企业
推行先进的质量管理方法，推进质量奖评
审工作的高效运行。

加上事中事后监管的“0”，让市场秩
序更公平、更规范

三年来，全市系统共查结各类违法案
件838件，收缴罚没款529.36万元。

强化监管执法，市场环境持续净化。
深入开展食品安全、质量安全、知识产权
等领域“雷霆”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加强联
合执法，强化重大案件转办督办，集中执
法力量查办一批大案要案，形成强有力震
慑。建立价格监测与监管联动机制，重点
查处行政事业、协会商会、公共事业、教
育、医疗等行业领域的违法违规价费问
题。充分发挥打击防范传销工作领导小
组职能作用，严厉打击传销违法行为。组
织开展“网剑行动”和电商平台主体责任
专项治理“百日行动”。聚焦食品药品、医
疗服务、网络直播等重点行业领域，充分
运用监测结果，加大虚假违法广告查处力
度。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显著。全市
系统向各级公安机关、扫黑办移交线索
38条，涉黑涉恶立案 26件，有 154人被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11年、缓刑等刑
期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两起案件被国
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
评为重大案件并挂牌督办。经积极协调，
与公检法联合印发《市场监管领域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并推进实
施。组织出台涵盖市场准入、线索排查、
规范管理、执法稽查、消费维权等全链条
的行业治乱长效常治 31个制度规定，为
扫黑除恶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迈
出坚实一步。组织制作纪实专题片《为了
市场更清净》，总结工作经验、宣传斗争成
果、传递正能量。辽源市场监管系统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经验做法在全省系统交
流、推广。

信用监管体系基本建立。把构建信
用管理体系作为提升治理能力的治本之
策，积极探索、创新实践。全面推行“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已组织全市随机抽查
1116次，抽查检查对象 9002余户。健全
信用信息归集机制。截至目前，全市 144
个部门共累计归集公示行政许可信息2.6
万条、行政处罚信息 3.1万条。建立健全
全市市场监管部门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和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制度，加强协
同监管和联合惩戒，促进失信联合惩戒措

施落地实施。目前，全市 6618户企业被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115户企业被列入严重违
法失信企业名单，“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
信用监管格局正在形成。

加上优化营商环境的“0”，让准入服务
更高效、企业办事更便捷

作为“放管服”改革的先行者，市市场监
管局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巩固“最多跑一次”
改革成果，强化市（县）联动，努力为市场主
体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营商
环境。

企业开办更加便利。联合市政数局、市
公安局、市税务局设立企业开办专区，通过
吉林省市场主体准入“e窗通”系统，将企业
设立阶段营业执照、刻制公章、申领发票由
3个工作日压缩到 1个工作日，全面实现全
市企业开办“5个一”：一窗受理、一网通办、
一次采集、一套材料、一日办结，不断提高开
办企业的便利程度；推出企业开办全免费、
近似企业名称不审查、集群注册、住所登记
承诺制等便利化措施，进一步破解市场准入
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为企业减负松绑；大幅
压缩市场监管领域行政许可办理时限，平均
减少45%以上。

登记服务更加优化。窗口工作人员转
变服务理念，时刻以服务为己任，变被动为主
动，变审批为服务，简化办事流程，提高办事
效率，改进工作作风。通过精政、简政，改进
服务环节，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公共服务的效
率和质量，为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继续降低准入门槛，简化业务流程，降低管理
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开展随时预约、即时服
务、延时服务、上门服务，为各类企业登记及
时提供工商法律法规咨询，并跟踪督办。同
时，针对市场主体的不同需求，量身定制“三
办”服务，全面推行登记注册重大项目“预约
办”，提前介入，全程指导；外商投资企业“远
程办”，外国的自然人投资者也无需到登记现
场办理手续，通过“e窗通”系统实现远程数字
签名、远程领取营业执照；个体工商户“即时
办”，确保即来即办、当场办结。

加上聚焦民生的“0”，把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

市场监管，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
生。

放心消费安民心。人民群众对消费品
质、消费服务的追求，对维护消费者权益的
期望，是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也是市
场监管部门的重要使命。全省放心消费创
建活动开展以来，市市场监管局扎实、深入
开展创建活动，成立由全市 20个成员单位
组成的创建活动领导机构，并召开全市创建
工作推进会议。在 2019年首届“辽源城市
节”期间，隆重召开“全市放心消费示范单位
授牌”“示范街揭牌仪式”大会。2020年，
通过在街区（商圈）、行业等更多领域
广泛开展创建活动，推动创建活动
不断向纵深发展。截至 2020年
底，全市创建省、市、县三级放
心消费示范店（企业）312
户、放心消费示范街
（商圈）10 个、放心
消费示范行业 4
个。

计 量
服务惠
民

生。把计量工作作为服务民生工作的切
入点，开展眼镜制配、加油机、电子秤等计
量监督检查，免费检验检测工作用计量器
具 10万余台件，调修 1400余台件，打造各
类诚信市场主体28个，完成各类监督检查
128批次，查处各类计量纠纷48起，回应人
民群众民生计量关切，广泛宣传计量法律
法规和计量常识，提升公众对计量工作的
理解、关注和认知度，切实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

真诚答复解民意。积极办理人大建
议和政协提案。三年来，共办理人大建
议、政协提案59件，面商面复率、满意率均
达到 100%。“12315”投诉举报平台共接收
各类信息 13594件。其中，咨询 6994件、
举报 3823件、投诉 2777件，为消费者挽回
经济损失100余万元，做到了件件有回复、
事事有回音。

九万里风鹏正举，新征程砥砺初心。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市市场监
管局坚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服务新发展格局，以“让人民群众买得
放心、用得放心、吃得放心”为工作目标，
持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
把握“大市场、大质量、大监管”理念，集成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产品质量监管、价格
监管、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秩序规范等多
项职能，运用许可、监管、执法、信用约束
等多种手段，实施对市场主体及商品的

“全链条”监管、涵盖生产流通消费的“全
过程”监管、知识产权的“全口径”监管、质
量认证检测的一体化监管，确保“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向建党100周
年献礼。

“数”说市场监管：
截至 2020 年末，我市实有市场主体

94177 户，比 2018 年同期增长 5.01%。其
中，企业总量达到14403户，比2018年同期
增长 19.12%；个体工商户总量达到 76570
户，比2018年同期增长2.71%；农民专业合
作社总量达到3204户，比2018年同期增长
5.46%。

2018 年至 2020 年三年间，我市知识
产权创造能力显著增强。全市累计专利
申请量达到 1440件，累计专利授权量达
到 818件，分别较上个三年增长 81.8%和
85.5%。其中，2020年全市专利申请量为
558件，全市专利授权量首次突破 300件
整数关口，达到 398 件，均创历史新高。
全市累计商标申请量为 5258件，累计商
标注册量为 3515件，分别较上个三年增
长 71.2%和 79.1%。专利市场化运营能力
明显提升。全市有效专利拥有量为 1142
件，较 2017年底增长 81.3%。其中，有效
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170件，较 2017年底增
长了 47.8%。全市有效注册商标量为

7156 件，较 2017 年底增长 71.4%。有
效专利拥有量、有效发明专利拥有

量和有效注册商标量等指标均
创历史新高。拥有中国驰名

商标 9件，吉林省著名商标
111 件，注册地理标志

商标 3 件，地理标志
产品 3个，在 11个

国家进行马德
里商标国际

注 册 21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