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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有效落实“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测行动”，助力
乡村振兴，进一步推进基层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设，
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
测技术水平，6月 20日，农业
农村部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
市启动了全国部县农产品质
检机构“双百”对接帮扶活
动。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局局长广德福出席
活动并宣布“双百”对接帮扶
活动正式启动。

开展部县农产品质检机构
“双百”对接帮扶活动，是固本
强基、精准施策的实在举措，根
据就近、兼顾和能力原则，择优
选择了百家部级农产品质检机
构与百家县（市、区）级农产品
质检站，建立“一对一”“手拉
手”“心连心”的结对帮扶机
制。启动会要求，一要帮助基
层农产品质检机构建立与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工作相适
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加快机构
考核和资质认定“双认证”，提

升基层检测能力水平，提高认
证率；二要推进基层农产品质
检机构规范管理，科学运行，改
善检测实验室环境和条件，优
化实验室布局和仪器设备配置
使用；三要充分利用实地考察、
观摩学习、培训交流等方式，帮
助对接帮扶对象提高农产品检
测人员的检测业务素质和操作
技能。

启动会强调，各有关单位
要提高思想认识，把这次活动
作为推进2018“农业质量年”的

重要内容之一，明确活动目标
任务、责任分工，切实抓细抓实
抓好。承担对接帮扶任务的部
级质检机构，要充分发挥自身
技术实力和管理优势，详细了
解被帮扶单位实际情况，制定
科学有效的帮扶计划，不断创
新帮扶措施形式。列入对接帮
扶名单的基层农产品质检机
构，要主动入位，积极对接，围
绕“强管理、建队伍、促能力”的
目标，提出合理帮扶需求，用好
外力，规范内部管理，提升检测

能力。各省（区、市）农业农村
部门要组织做好对接帮扶对象
的需求调查、帮扶重点、过程跟
踪、工作协调等工作，积极创造
条件支持对接帮扶活动。各相
关质检机构要做好活动相关人
员、装备和经费的保障，确保各
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来自部分省（区、市）农业
农村部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局（处）、部县农产品质检机
构以及媒体代表参加了启动
活动。

全国部县农产品质检机构“双百”对接帮扶活动

本报讯 为确保端午节
期间商务行业安全稳定，营
造安全、和谐的商务消费
环境，端午节期间，全市商
务部门共出动执法检查人
员600余人次，检查经营单
位194家，发现并消除各类
安全问题70余处，立案调查
6起。

节日期间，北京市商务
委安全监管处、执法大队每
天派人加大对重点地区、重
点单位安全生产执法检查
督查；各区商务部门按照市

商务委安全生产月统一安
排部署，近期，先后组织开
展了安全生产大课堂、安全
生产主题宣传日、应急演练
等活动，通过集中授课，法
律法规宣讲、消防宣传品发
放等，全面提高企业安全意
识和防范能力，并有针对性
地组织开展了节日期间的
安全生产检查巡查，确保了
两个责任的有效落实，确保
了节日期间商务行业的安
全稳定。

（北京市商务委供稿）

本报讯 近日，北京市
质监局批准发布《社区低碳
运行管理通则》等35项地
方标准。

在节能环保领域发布
15项标准。其中《社区低碳
运行管理通则》明确了社区
低碳运行管理的基本要求
和目标，构建了社区低碳运
行管理体系，在物业、能源
统计、固体废弃物及污水处
理、绿化管理等方面给出了
实施社区低碳运行管理的
具体措施，将为街道办事
处、居委会、物业公司、社区
居民等开展低碳管理活动
提供指导。截至目前，本市
节能低碳和循环经济标准
专项已累计完成27项，这些
标准将为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
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在安全生产领域发布5
项标准。其中发布安全生产
等级评定系列标准3项，涉

及供热单位、生物质气化站、
沼气站等领域，该系列标准
已累计完成48项。这些标
准对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建立安全生产长
效机制、创新安全生产监管
机制将起到重要作用。

在城市管理与公共服
务领域发布2项标准。根据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本市将
围绕2个国际航空枢纽、10
个全国客运枢纽、若干个区
域客运枢纽，构建“2＋10＋
X”的客运枢纽格局。《城市
综合客运枢纽服务管理规
范》基于本市现有枢纽的特
点和运营管理经验，提出了
城市综合客运枢纽分级、服
务管理及评价等方面的要
求，对提高城市综合客运枢
纽的运营服务管理水平，为
出行者提供安全、便捷、舒
适的出行换乘环境，满足旅
客多元化的出行需求具有
指导意义。

（北京市质监局供稿）

北京市商务委圆满完成
端午节期间安全保障任务

北京市质监局发布
35项 地 方 标 准

本报讯 近日，国务院食品安
全办在京召开食品、保健食品欺
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及联络员会议。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
局长、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孙梅君在会议上指出，2017
年7月以来，各成员单位认真贯
彻落实“四个最严”要求，落实
整治方案安排，建立了整治工
作体系，全面排查了生产经营

主体，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加
大了科普宣传力度，群众防范
意识得到提升，整治工作取得
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各地
共查处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
虚假宣传违法违规案件 2.4万
余件，涉案金额14.7亿元，罚没
金额3.3亿元，抓获犯罪嫌疑人
7800余名。

在谈到下一阶段的工作时，
孙梅君强调，应继续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突出重点、形成合力。
要落实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安全
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精神，
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进一步
加大对违法广告、违法营销及宣
传、欺诈销售的治理力度，对涉
嫌非法添加、非法声称产品的抽
检力度，对第三方平台的监管力
度，要以案促治、处罚到人，强化
信息公开，加强协同监管和联合
惩戒。

加大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力度

农业农村部启动

本报讯 6月12日，国家知识
产权局发布公告，根据国务院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行政
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
问题的决定》，依法受理首批10
个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并公
示有关信息。这是国家知识产
权局受理的首批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申请。

公告显示，此批受理的10个
地理标志产品申请分别为行唐大

枣、南陵大米、连江海带、汨罗粽
子、溆浦瑶茶、紫金春甜桔、忻城
糯玉米、德源大蒜、紫云春茶、且
末红枣，系由河北、安徽、福建、湖
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新疆
等省、自治区原产地地理标志行
政部门初审推荐。

据悉，我国自1996年启动原
产地地理标志产品相关工作以
来，保护规模逐年扩大，实施效果
日益凸显，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

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的保护制
度，迄今共保护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2359个，其中国内2298个，国
外61个；建设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示范区24个；核准专用标志
使用企业8091家，相关产值逾1
万亿元，惠及上千万人，在保护民
族品牌、传承传统文化、发展特色
产业、守护原味品质、助力扶贫攻
坚和服务外交外贸等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知识产权局受理首批原产地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
迄今共保护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359个，其中国内2298个，国外61个

本报讯卢凯琳张明言黄悦恒
为推进创建北京市食品安全示范
区工作顺利开展，近日，北京市食
药安办检查组一行11人对房山
区创建北京市食品安全示范区工
作进行检查，市食药监局综合处
副处长侯宝亮带队检查。此次检
查持续两周，将切实检验房山区
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区工作成效，
为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房山区食药监局对区创建
食品安全示范区工作情况进行
了汇报；检查组集体观看了房山

区创建北京市食品安全示范区
工作纪实宣传片，使检查组对房
山区创建工作情况有了全方位
的深入了解。

据悉，自“创区”工作开展以
来，房山区已建成“阳光餐饮”单
位1860家，建成2条市级阳光餐
饮示范街和2家市级“放心肉菜
示范超市”以及10家“早餐示范
店”，24个乡镇街道分别打造区
级阳光餐饮示范街，2017年新建
农业标准化基地20个，完成无公
害认证42家，持续保持国家首批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荣誉称号，
综合治理无证照餐饮单位2000
余家，捣毁制售假劣窝点78个，
有力推动辖区食品安全秩序，辖
区群众对食品安全满意度逐年
提升。

检查组对房山区创建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并指出创建北京
市食品安全示范区以保障和改善
民生为出发点，各部门要牢固树
立“一盘棋”思想，相互支持、密切
配合，全力做好各项工作，为保障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做出贡献。

北京市食药安委对房山区创建工作开展检查

违法违规案件2.4万余件，涉案金额14.7亿元，罚没金额
3.3亿元，抓获犯罪嫌疑人7800余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