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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从农业农村部据
悉，通州区农业农村局共104
项公共服务事项，其中动物及
动物产品检疫、拖拉机联合收
割机检验等高频事项20项，上
一年度办理公共服务类事项
87.63万件（动物及动物产品检
疫办件量87.5万件）。其中，
行政许可875892件，行政确认
191件，其他类职权216件，年
度办件总量同比增加17.2%。
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持续推进审批事项
便民化。区农业农村局104
项公共服务事项已全部纳入
首都之窗，实现了一网通办。
除2项不具备条件的现场开
票项外，102项审批事项已下
沉到乡镇街道。

二是实行审批事项“清单
化”。按照清单之外无审批原
则，系统梳理了全局的行政审
批事项，明确事项名称、设定
依据、申请材料、办理时限等。

三是实行告知承诺制，简
化审批流程。对兽药经营许
可证核发等8项涉企经营许

可事项，实行申请人告知承诺
制，申请人就其符合许可证条
件作出承诺，先发证后监管。

四是优化审批服务程
序。对不具备条件实行告知
承诺涉企经营许可事项，采取
压缩审批时间、压减申请材
料、减少跑动次数等方式优化
审批服务，提高审批效率，降
低办事成本。对兽医师备案
等40项公共服务事项实现当
场办理、当场发证。

五是推行“容缺办理”。
对具备基本条件、主要材料齐
全且符合法定条件，但次要条
件或手续有欠缺的行政审批
申请，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补正
材料、时限和超期补正的处理
办法，实行“先办理、后补缺”。

六是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严格落实《北京市通州区
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的通
知，对审批验收程序进一步规
范，制定分级分类监管标准，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杜绝出现
监管真空、盲点。

（通州区农业农村局）

本报讯 栗洁 近日，地铁便
利店启用运营，海淀区市场监
管局多项举措真正把好事做
好、实事做实，助力打造安全、
便捷的“轨道上的都市生活”。
地铁便利店的商品种类较为齐
全，既有饮料零食，又有日用百
货，饭团、汉堡、三明治等即食
类食品占据着不小的面积，基
本能满足乘客、通勤人群不同
程度的需求。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人
介绍：“为保障乘客食品安全，我
们对地铁便利店实施常态监督
检查，将地铁便利店销售食品行
为纳入常态化日常监督管理，对
照检查单要求，重点加强对地铁

便利店销售食品行为的日常监
督检查，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
患，发现问题依法查处。”

据了解，为了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区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开
通了便利“绿色通道”，工作人员
主动提供上门服务，为辖区地铁
站内新开设便利店提供业务指
导和事前问需，既满足乘客需求
又保证食品安全。同时，深度开
展普法宣传，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督促地铁便利店经营者主动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和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食品安
全、电器使用、消防安全等方面
的自查自纠，采取有效措施，防
控并消除安全隐患。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人
表示，区市场监管局积极优化
便民服务措施，提示便利店经
营者要设置临期食品区，早晚
高峰前及时清理超过保质期的
食品，并提示乘客遵守车站、车
厢内进食规定，在防范食品安
全风险的同时，更好地为乘客
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便民服
务，共同守护食品安全。

北京地铁引入便利店极大程
度满足了乘客的应急需求，同时
也给便利店品牌带来新的发展机
遇。下一步，海淀区市场监管局
将继续夯实监管、精准服务，推动
便民服务设施规范经营，助力北
京地铁便利店持续扩容。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说了
算。去年3月，稻香村通州朗清园
店的负责人赵女士提交登记材料
仅仅几分钟，后台的打照机就把执
照打印了出来。“之前听说副中心
的登记业务能实现‘秒批’了，没想
到真这么快，营业执照到手里还是
热乎的。”赵女士说道。据了解，通
州区市场监管局对涉企经营许可

事项推行“证照分离”改革，企业申
报登记事项后，登记机关后台审查
“秒批”，营业执照立等可取。同
时，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还充分挖掘
北京市e窗通登记服务平台全程网
办的技术优势，通过创新“网上审
批+跨域寄递”办理模式，突破性地
实现了京津冀地区市场主体“跨省
通办”。 （王薇）

本报讯 赵利新 近日，从
顺义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顺
义区2021年粮食生产面积达
到17.44万亩，与2020年相比
增加4.9万亩，粮食生产面积
位列北京市各区第一。

2021年，顺义区粮食规模
化生产水平继续提升，区农业
农村局充分发挥23个农民合
作社示范社和20家示范家庭
农场带动作用，提高粮食生产
规模化水平，全区土地适度规
模经营占比70%以上。同时，
积极培育具有生产托管服务能
力的农机服务组织和农机专业

户，2021年实现耕、种、收、防托
管累计面积30.6万亩，主要粮
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到99.6%。全区投入玉米收获
机、各种整地机具等近1200
台，并加大农机调配检修力度，
开展农机手培训工作，保障玉
米秋收和冬小麦播种。

据介绍，顺义区在春耕、三
夏、三秋等重要节点，多次组织
召开全区农业生产工作部署
会，建立领导分片包干制度，压
实粮食生产责任；区农业农村局
因此荣获农业农村部“全国粮食
生产先进集体”称号。

本报讯 走进平谷区王辛
庄镇放光村的广顺高效农业
园区温室大棚，棚内一排排长
势喜人的木瓜树，高大的树干
上有的正开着白色的小花，有
的结满了硕大的果实，层层叠
叠，清香扑鼻。

近年来，王辛庄镇不断加
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
展“南果北种”，并依托城乡旅
游资源优势，将发展特色种植
与生态观光旅游相结合，不仅
开启了农业发展的新思路，也
拓宽了农民增收的渠道。

据了解，为了解决南方水
果来到北方水土不服的难题，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对青
木瓜种植从品种选取、土壤改
良、水肥管理、温湿度光照调

节等进行了全程指导，改进品
种搭配，改良栽培技术，最终
实现一年四季观花采果。

如今，热带水果青木瓜在
广顺高校农业园区刚试种一
年就取得成功，顺利开花结
果，温室内硕果累累、花繁叶
茂，真有一种“热带盛夏”的感
觉，让人赏心悦目。

除此之外，园区还利用木
瓜林荫下空气湿度大，氧气充
足、光照强度低、昼夜温差小
等特点种植平菇、榆黄菇等食
用菌，发展林下经济。百亩大
棚内还种植西瓜、草莓、桃、西
甜瓜、梨、香椿、西红柿等农产
品，拓宽产业渠道，保证一年
四季棚内长青，瓜果蔬不断，
提高经济效益。 （平谷融媒）

顺义区去年粮食
生产面积达17.44万亩

平谷区王辛庄镇“南果
北种”开启农业种植新思路

护航地铁便利店食品安全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设
市场主体同比增10.27%

通州区着力推进
行政审批进一步精简

海淀区助力“轨道上的都市生活”

近日，从通州区
市场监管局获悉，去
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市
场 新 设 市 场 主 体
21624户，同比增长
10.27%，市场主体
总量全市排名第 4，
创5年新高。截至去
年12月底，通州区市
场 主 体 总 量 达
172140户，亿元以
上企业1522家。去
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在
北京市营商环境评价
中位列第三。

据通州区市场监
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2021年，通州区
共 新 设 企 业 21411
家，其中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制造业、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增
长迅猛，分别增加
75、35、4467家，增
长数量位居前三名。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207家，总数达到了
1181家。在172140
户市场主体当中，企
业总计1.45万户，其
中 科 技 类 企 业
41386家，批发和零
售业类企业 28567
家，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类企业20372家，
位居企业数量前三
位。据介绍，通州区
日均新设企业90户，
每千人拥有市场主体
数达107.28户，千人
拥有市场主体数量位
居全市第一。

据悉，去年，通州区市场监管局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构建新型
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格局。去年5
月，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围绕重点产
业落地、知识产权创造与保护、监管
方式改革、“环球主题公园”项目建
设、“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等六
个方面，牵头制定了《关于服务“两
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副中心
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了优化副中
心营商环境的目标和任务，一揽子
推行了27项具体举措。

“我们针对企业开办的全过程
的难点、痛点、堵点进行深入的分
析研究，全面施行‘全程电子化登

记’。目前已有2.4万户市场主体
通过告知承诺办理了登记注册业
务，占到全部业务量98%以上。”通
州区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科副科
长王诗雯说。2021年中国（北京）
自由贸易试验区新设企业2700户，
占全区新设企业的15%，“两区”范
围内市场主体活力增长趋势强
劲。同时，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还在
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开展商标注
册及商标权质押登记业务，设立受
理窗口，目前共受理商标申请411
件，其中注册申请158件，吸引一批
知识产权专业平台、服务机构落户
副中心。

去年，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在优
化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营商环境工作
中不断探索，在便利化服务措施上
下功夫。2021年实现了“证照联办”
向“一照含证”再到“一照含多证”的
阶梯式跨越升级。将食品经营许
可、小餐饮许可、小食杂店备案等4
个食品审批高频事项纳入首批改革
范围，并在全市率先推行营业执照
与食品审批的“一次填报、并联审
批、一次办结”。同时将企业食品经
营许可，药品零售许可，第二类、第
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等证面信息
合并加载到营业执照，通过扫描营
业执照上的两个二维码即可随时随

地进行查询和信息比对。
“我们将多种经营许可证面信

息加载到营业执照上，企业在申请
开办时仅需准备一次材料，通过网
上系统进行提交就可以同步办
结。更重要的是，今后企业也不用
拿着厚厚的一摞执照和许可证，只
需一张营业执照就可以满足日常
到相关部门办事、去银行开户或是
签订合同协议的需要。”王诗雯
说。继去年5月北京锦熹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成为通州首
家实现“一企一照、一照准营”的企
业后，目前已有10余户企业享受到
政策红利。

市场准入登记审查实现“秒批”

告知承诺即可办理登记业务

注册登记便利化跨越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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