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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本报讯 据海关总署网站
消息 12月11日，海关总署党委
书记、署长倪岳峰主持召开海
关总署第三十四次形势分析及
工作督查例会，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分析当前外贸形势，研究部署
下阶段工作任务。

会议要求，全国海关要按
照统一部署，加强组织领导，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各直属海
关单位党委要发挥好党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的领
学作用，分层次、分批次组织

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轮训，推动
各基层党组织结合工作实际
利用“三会一课”和自学等形
式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确
保学习全覆盖。要深入思考、
科学谋划好明年和“十四五”
时期各领域的工作思路、重点
举措、发展目标，为做好明年
工作和编制“十四五”海关发
展规划提供参考。

会议指出，当前境外疫情
仍加速扩散蔓延，全国海关要
坚决守好国门第一道防线，加
强监测预警和风险布控，严格
规范进行采样检测，加强与各

级联防联控机制的协作配合、
信息共享，不断巩固提高外防
输入效果。要继续做好进口冷
链食品风险监测工作，强化源
头管控，推动严格落实进口冷
链食品预防性消毒措施，在有
效降低输入风险的同时保障口
岸通关效率。要进一步完善内
部安全防护制度体系，严格执
行内部安全防护各项规定，加
强监督检查，确保实现“打胜
仗、零感染”目标。

会议要求，各部门、各单
位要对标对表党中央、国务
院重大决策部署，对照总署

党委各项工作安排，加快推
进各项任务的落实，确保按
时保质保量完成好确定的目
标任务。要强化口岸监管特
别是加强进出口危化品的安
全监管，始终保持打击走私
高压态势，深化综合治税，全
力以赴完成税收预算目标。
要认真落实促进外贸创新发
展措施，大力优化口岸营商
环境，支持中欧班列发展，完
善跨境电商监管措施，加强
宏观分析和数据深度分析，
促进外贸发展稳中提质。要
认真做好 RCEP涉及海关相

关工作，细化工作方案和时
间安排，确保按时完成任务。

会议强调，全国海关要科
学谋划、大力推动“十四五”时
期海关精神文明建设。各级
党委要肩负起精神文明建设
的责任，增强创建的针对性实
效性，以精神文明建设带动各
项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切实
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持续深化
学习宣传活动，引导广大干部
职工自觉加强社会公德、职业
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
设，展示海关准军事化纪律部
队的良好形象。

做好进口冷链食品风险监测工作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粮食
生产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粮食总
产量为13390亿斤，比上年增加113
亿斤，增长0.9%，粮食生产再获丰
收，产量连续6年保持在1.3万亿斤
以上。

粮食播种面积增加1056万亩，
增长0.6%

2020年，各地加大对粮食生产的
支持力度，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
积极落实各项补贴政策，提高农民种
粮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止跌回升。
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7.52亿亩，比上
年增加1056万亩，增长0.6%。

稻谷播种面积增加，玉米持平，
小麦减少。2020年，全国谷物播种面
积14.69亿亩，比上年增加176万亩，
增长0.1%。其中，稻谷4.51亿亩，比
上年增加573万亩，增长1.3%。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为确保粮
食安全稳定生产，国家加大对水稻生
产的扶持力度，落实各项支农惠农、
种粮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等政策，
全年双季稻播种面积比上年增加756
万亩，增长5.3%，成为粮食播种面积
扩大的主要原因。玉米播种面积基
本稳定。受华北地下水超采区实施
季节性休耕限采及市场需求等因素
影响，小麦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522
万亩。

豆类面积大幅增加，薯类面积稳
中有增。2020年，全国豆类播种面积
1.74亿亩，比上年增加778万亩，增长
4.7%。受大豆振兴计划政策带动，大
豆播种面积1.48亿亩，比上年增加
825万亩，增长5.9%。2020年，全国
薯类播种面积1.08亿亩，比上年增加
103万亩，增长1.0%。

粮食单产增加0.9公斤，增长
0.2%

2020年，全国大部农区气候条件
较为适宜，病虫害发生较轻，有利于
粮食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尽
管部分地区洪涝灾害和台风对生产
造成一定影响，但各地加强田间管
理，积极抗灾减灾，农业灾情对粮食
生产影响有限。粮食产量实割实测

抽样调查显示，2020年，全国粮食作
物单产382公斤/亩，每亩产量比上年
增加0.9公斤，增长0.2%。

小麦单产增加，玉米持平，稻谷
略减。2020年，全国谷物单产420公
斤/亩，每亩产量比上年增加1.6公
斤，增长0.4%，其中，小麦单产383公
斤/亩，每亩产量比上年增加7.5公
斤，增长2.0%；玉米单产421公斤/
亩，与上年基本持平；受南方局部洪
涝灾害的影响，稻谷单产470公斤/
亩，每亩产量比上年减少1.0公斤，
下降0.2%。

豆类、薯类单产水平均有所提
高。2020年，豆类单产132公斤/亩，
每亩产量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
2.5%，其中，大豆单产132公斤/亩，每
亩产量比上年增加3.0公斤，增长
2.3%。2020年，薯类单产276公斤/
亩，每亩产量比上年增加7.1公斤，增
长2.6%。

粮食产量增加113亿斤，增长
0.9%

2020年，夏粮和早稻产量分别
为2857亿斤和546亿斤，比上年增
加25亿斤和21亿斤；秋粮产量9987
亿斤，增加67亿斤。全年粮食总产
量达到13390亿斤，增加113亿斤，
增长0.9%。

稻谷、小麦产量增加，玉米略
减。2020年，全国谷物产量12335亿
斤，比上年增加61亿斤，增长0.5%。
其中，稻谷产量4237亿斤，比上年增
加45亿斤，增长1.1%；小麦产量2685
亿斤，比上年增加 13亿斤，增长
0.5%；玉米产量5213亿斤，比上年减
少2亿斤。

豆类、薯类产量均增加。豆类产
量458亿斤，比上年增加31亿斤，增
长7.3%。其中，大豆产量392亿斤，
比上年增加30亿斤，增长8.3%。薯
类产量597亿斤，比上年增加21亿
斤，增长3.6%。

多数省（区、市）粮食增产。2020
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26个增
产，其中，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新
疆粮食产量均增加10亿斤以上。

今年全国粮食生产再获丰收

海关总署：

2015年7月，北京率先
在全国实施了《北京市提
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
行动计划》，随后又发布相
关工作方案，持续推动生
活性服务业“规范化、连锁
化、便利化、品牌化、特色
化、智能化”发展。而新发
布的《若干措施》则是从优
化营商环境、鼓励融合发
展、培育区域特色三大方
面提出了多种方法，进一
步提高居民生活性服务业
品质。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
面，本市将完善品牌连锁
生活性服务业企业“一区
一照”证照办理流程，扩
大试点企业名录，推进连
锁便利店试行“一市一
照”；支持相关条件成熟、
有意愿的区积极探索推
进营业执照与食品经营
许可证“证照同办”和食
品经营许可告知承诺制
试点。

同时，试点开展品牌
连锁便利店“一业一证”。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区域对品牌连锁便利店试
行食品经营许可证、药品

经营许可证、第二类医疗
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多证
合一”，统一颁发“行业综
合许可证”。

本市还将鼓励发展社
区便民商业新模式，探索
设立移动餐饮售卖车、智
能厢式便利设施、蔬菜直
通车等非固定网点，弥补
空间不足带来的社区商业
短板。

在鼓励融合发展方
面，本市鼓励连锁超市在
社区新建直营门店，扩大
连锁规模，支持超市企业
创新转型，对电子价签、智
能货架、自助收银等卖场
设施进行数字化升级改
造。鼓励连锁超市开展农
超对接，提升超市生鲜农
产品冷藏冷链运输、安全
检验检测水平，切实减少
农产品流通环节，降低农
产品流通成本。

此外，鼓励电商、快递
企业与超市、便利店、社区
商业综合体、商务楼宇等
合作开展末端共同配送服
务，支持共同配送网点信
息化配套设施建设，提升
末端配送集约化水平。鼓

励发展“互联网+生活性服
务业”，支持集在线交易、
信息查询、服务推荐、消费
评价及大数据分析等功能
于一体的生活服务类平台
建设。

在培育区域特色方
面，将在符合市区建设规
划及户外广告管理要求的
前提下，支持餐饮、便利店
等企业自主设置具有企业
个性特征、商业特色的牌
匾标识。支持特色小店发
展，鼓励各区发展体现地
方传统文化、城市商业风
貌和独特风情，在市民中
享有较高知名度和口碑的
零售、餐饮等生活性服务
业特色小店，着力打造具
有国际都市特点、北京文
化特色或非物质文化遗产
内容的“小店经济”。

此外，积极引导市级
特色消费街区提升品质，
突出街区在商业、产业、旅
游、文化、建筑等方面特
色，加强宣传推广，按照动
态评估机制，定期组织第
三方、专家学者、消费者、
媒体进行全面评估，更新
名单。 （北京日报）

北京市鼓励商超
建立社区直营门店

社区商业关系着老百姓的生活，为进一步提高居民
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北京市商务局联合多部门近日印发
《关于进一步促进社区商业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
《若干措施》），鼓励商业模式创新，推动社区商业发展，
更好地满足市民多样化、便利化生活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