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商品消费提档升
级工作是培育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的“压舱石”“定盘
星”。近日，北京市商务局会
同33个有关部门、16区政府
和经开区管委会制定印发了
《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商品消费提档升级工
作组配套实施方案（2021―
2025年）》。

北京市商务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郭文杰18日介绍，《方
案》包括重点任务63项，重点
项目60项，政策清单30项，重
点服务企业50家。其中，高质
量推进63项重点任务，将从消
费新地标打造、消费品牌矩阵
培育和现代流通体系优化升
级三方面具体展开。

在打造消费新地标方面，
核心区以王府井、前门大栅
栏、西单商圈等为重点；中心
城区以国贸、新首钢、五棵松、

丽泽等区域为重点，提升消费
集群国际竞争力；城市副中心
以环球度假区、运河商务区为
重点，建设培育新型消费圈；
鼓励多点新城地区建设综合
型消费节点，推进北京首都国
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空港型
国际消费“双枢纽”建设等。

在培育消费品牌矩阵方
面，一是以加大商业品牌首店
政策实施力度，集聚优质品牌
首店首发。二是推动老字号
守正创新发展，推动老字号企
业加速数字化转型。三是培
育孵化新消费品牌，培育一批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消费品
牌企业。四是鼓励“餐饮+文
化”“餐饮+科技”“餐饮+体验”
等新模式发展，带动本市餐饮
业创新发展。五是办好中国
国际时装周、北京国际电影
节、北京国际音乐节等活动，
打造时尚品牌活动风向标。

在现代流通体系优化升
级方面，一是加快《北京物流
专项规划》落地，布局商贸物
流设施，改造升级农产品批发
市场，发挥“互联网+流通”等
政策的支持引导作用，鼓励发
展末端配送新模式。二是积
极争取国家免税店创新政策
在京先行先试，优化口岸免税
店经营品种，提高商品吸引
力，增强免税商店国际竞争
力，推进离境退税商店提质增
量。三是进一步提升流通配
置服务能力，加快进口许可证
审批实效，提高通关效率，支
持通过跨境电商B2B出口模
式开展高附加值产品出口。

此外，《方案》还提出高标
准抓好60项重点项目。其中
包括丰台大悦春风里、首开龙
湖熙悦天街等23项新建消费
地标类项目、西单更新场、三
里屯太古里西区改造等21项

传统商场商圈升级改造项目、
5项品牌项目和11项现代流通
体系项目。其中，2021年计划
落地项目18个，截至目前已完
成6个；2022年计划落地项目
21个；2023年计划落地项目8
个；2024年计划落地项目3个；
2025年计划落地项目10个。

30项创新政策清单中，则
包括了夜间经济、首店经济等
已出台政策14项、知识产权保
护条例等16项计划出台政策。

据介绍，下一步，商品消
费提档升级工作组将紧紧围
绕《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实施方案》，建立定期
统筹调度等常态化工作机制，
会同有关部门、区政府抓好工
作落实，确保各项任务顺利推
进，全面促进商品消费提档升
级，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建设。

（经济日报客户端）

本报讯 北京市农业农村
局聚焦问题品种，锁定生产
主体，全面梳理问题清单，精
准发力推进食用农产品“治
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整治工
作落实。

一是锁定重点品种，集
中力量大摸排，确保整治主
体全覆盖。结合北京实际，
聚焦豇豆、韭菜、芹菜、蛋鸡、
肉牛5个重点治理品种，组织
各区迅速摸清全市生产主体
情况，为下一步实施重点治
理品种网格化动态监管和全
覆盖监测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开展专家会诊，逐

个品种排风险，梳理全生产
过程问题清单。充分发挥
首都技术优势，分行业组织
农业技术推广、质量安全监
测、综合执法等领域专家团
队开展专项会诊，逐个品种
分析风险隐患点和关键管
控环节，总结主要病虫害发
生规律，掌握近年来质量安
全监测情况。

三是集成治理技术措
施，分品种制定全程质量安
全生产管控规范，开展技术
培训。针对问题清单，由市
农业技术推广站、植保站、
畜牧总站等部门牵头，结合

近年来推广的新技术、新产
品，分品种制定全程质量安
全生产管控规范。优化种
养结构、强化农业标准化生
产、集成推广绿色防控技
术、实施高效低毒农兽药补
贴、指导科学规范用药，引
导生产主体绿色健康种养
殖，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自
控能力水平。同时，强化规
范落地，拟定 7期培训计
划，将分品种组织开展技术
培训。

四是市、区、镇、村四级
联动，突出首善标准抓整
治。强化属地责任落实，结

合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
化智慧监管体系建设，将
8568家生产主体实施网格化
管理，逐一细分到人，以首善
标准层层推进监管责任落
实。同时，将食用农产品
“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
年行动纳入对各区乡村振
兴考核及食品安全工作考
核等指标体系中，督导与考
核相结合，督促全市整治工
作在监管深度、措施实度、落
实细度上下功夫，切实增强
老百姓对首都食用农产品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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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孙乐琪 北京市疾
控中心日前发布新版《进口非
冷链货品的常态化疫情防控指
引》（以下简称《指引》），建议消
费者收到进口货品后，存放一
段时间再使用。

指引要求，进口货品入关
时要按规定开展新冠病毒检测
监测，并做好集装箱和货物外
包装的预防性消毒处理工作；

在通关、存储、物流等环节应做
好登记，并做到根据疫情风险
分来源国家或地区的物理分
离；入境后做到与其他货品无
交叉，可参照入境人员的闭环
管理对进口货品进行揽收、分
拣、投递等，提倡自动化无接触
式运行，加强相关物流人员的
个人防护措施和运输工具的消
毒工作。

进口货品涉及的各环节从
业人员及环境应建立完善的检
测制度及健康监测制度。保洁
人员、环卫工人、废物回收人员、
垃圾处理场人员等相关工作人
员存在接触进口货品包装或废
弃物的可能，在工作中也应加
强个人防护、做好健康监测。

消费者收到进口货品时，
要戴好口罩手套，对各层包装

做好预防性消毒，处理完进口
货品后及时规范洗手；包装箱、
包装盒消毒后及时丢弃或销
毁，尽量不带入室内；建议进口
货品存放一段时间后再使用。

市民在接触进口货品后
的14天内如出现发热、干咳等
新冠肺炎相关症状，应及时就
医，并主动告知医生相关流行
病学史。

北京市疾控发布新版进口
非冷链货品常态化防控指引

北京市推进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促提升”三年行动

北京全面促进商品消费提档升级

典型经验

本报讯 孙云柯 11月21日
至22日，北京市迎大风和明显
降温天气，市农业农村局发布
应对提示，加强农业安全生产，
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提示，生产农户要认真检查塑料
薄膜的固定情况。

蔬菜采收后防止冻害，白
菜、萝卜、胡萝卜和大葱等蔬菜
抢收后不能及时上市的，要适
当贮存。不能及时采收的地
块，还要采用塑料布或无纺布
覆盖等方式保温防冻。

设施蔬菜生产中，塑料大
棚叶菜类蔬菜要能收尽收、尽
早采收上市，尚未达到采收标
准的蔬菜可综合施策，做好保
温防冻，减少放风。针对日光
温室蔬菜，要做好棚室风口和
保温被管理。

畜牧渔业安全生产方面，
市农业农村局提示，各畜牧渔
业养殖企业要提前做好安全生
产管理，提前加固设施，防止大
风灾害，消除安全隐患。各养
殖场确保养殖圈（棚）舍门窗完
好，防止大风侵袭，增加电力保
温设备、燃炉增温设备和防冷
风保温设备，确保畜禽不受冻；
加强水产养殖中的升温和增氧
措施，避免造成渔业经济损失。

本报讯 孙颖 大风降温，蔬
菜供应是否会受到影响？近日
从新发地市场获悉，市场已经
提前采取相关措施应对此轮大
风降温天气，当天蔬菜上市量
达到1.99万吨。此外，商户们
还在市场内储备了9000吨左右
耐储蔬菜，确保蔬菜供应稳定。

“一收到大风降温的天气
预报，我们就提前做了准备。”
新发地市场相关负责人说。

入冬以来，南菜供应量不
断增加，近期每天上市量均超
过5000吨。据介绍，目前南菜
进京都是采用冷藏厢式货车运
输，许多蔬菜在产地就是泡沫
箱包装，这也起到保温作用，基
本不会出现冻害。

“市场有政府储备菜3000
吨，包括白菜、土豆、洋葱、胡萝
卜、冬瓜、西蓝花等。除此之外
商户们还在市场储存了9000吨
左右蔬菜。”有关负责人介绍，
商户储备的蔬菜中，大白菜有
1200吨、红薯1600吨、土豆2100
吨、甘蓝1000吨。

考虑到大风降温及有可能
的雨雪天气，市场已经协调商
户就近在河北等地筹措货源，
一旦出现极端天气高速封路，
蔬菜可以从国道运输进京。

据悉，当天新发地市场蔬
菜上市量达到1.99万吨，仍高
于1.8万吨的日平均供应水平。

北京市农业部门发布
种养业天气应对提示

北京新发地备好9000吨
耐储菜保障供应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