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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芦晓春 近日，
北京市印发《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
工作的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实施方
案》强调，要从“国之大者”
的高度认识“三农”工作的
极端重要性，把“三农”工作
作为全市工作的重中之重，
走好具有首都特点的乡村
振兴之路。

今年，北京将全力抓好
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
给。根据《实施方案》，全市
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00万亩，
其中大豆播种面积达到 4.2
万亩。蔬菜播种面积、产量
分别达到75万亩、180万吨以
上 ，自 给 率 提 升 到 16％ 以
上。实施闲置设施清零行
动，积极推进2万栋农业设施
改造提升。能繁母猪保有量
稳定在5万头左右。实现166
万亩耕地保有量和150万亩
永久基本农田保质保量验收
后全部落图落地。组织实施
高标准农田建设十年规划，
年内建设 10万亩。开展 11
个北京优势特色物种种质创
制与品种选育联合攻关，建
设国家玉米种业技术创新中
心。制定实施农业中关村建
设行动计划，办好世界农业
科技大会。

为多渠道加快农民增收，
《实施方案》要求持续推进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今年
将培育提升50个美丽休闲乡
村，建设15个老北京水果示
范基地，培育30个示范性集
体林场，开展30个一产农业
试点示范，培育提升20个北
京特色农产品品牌等。同时，
要抓好农村重点领域改革，发
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消除
100个集体经济薄弱村，要多
措并举促进农民就业。

为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
设，《实施方案》提出，今年启
动实施第三批800余个村庄
美丽乡村建设，新增8000户
煤改清洁能源，启动500户左
右山区农民搬迁，完成300个
左右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建
设村头一片林100处，创建首
都森林村庄50个。大力推进
数字乡村建设，开展“京农
通”服务功能建设。

《实施方案》要求，要突
出实效建设善治乡村，创新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效载
体，以接诉即办带动提升乡
村治理能力，打造具有首都
特点的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新
格局。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三
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责任，抓点
带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展
开，实施“人才京郊行”“青振
京郊”“千名科技人员进千村
入万户”“百师进百村”等行
动，凝聚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强大合力。

本报讯 张楠 日前，北京市市场
监管局出台《助企惠企促进市场主
体发展壮大的若干措施》，21条助企
惠企举措，着力为市场主体提供更
加公平透明、精准高效的政府服务。

再降市场主体准入门槛
餐饮食品经营提供“事前服务”

通过优化市场主体名称、住所
登记服务，更好释放名称、住所资
源，降低市场主体准入门槛。在名称
登记方面，将动态更新名称数据库，
畅通新兴行业名称申报渠道，提供
名称智能比对服务。在住所登记方
面，将支持各区统筹辖区内创业园
区、众创空间等住所（经营场所）资
源，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并建立健全
政府部门、住所（经营场所）管理机
构和市场主体三方协同联动、放管
结合的服务管理机制。

在办理各类市场主体登记业
务、食品经营许可方面，将进一步提
升办事效率和服务体验。《若干措
施》提出要深化市场主体登记智慧
网办，企业分支机构信息变更可通
过线上线下的方式集中批量办理。

围绕市场主体需求量较大的部
分食品经营许可事项，进一步创新服
务举措，将试点开展餐饮环节食品经
营许可“事前服务”，依照申请人的意
愿，为有需要的市场主体提供指导性
服务；持续深化食品类相关许可“证

照联办”改革，为企业提供套餐服务。

建立商业秘密保护服务网络
出台轻微违法不实施强制措施清单

《若干措施》明确将持续开展质
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以“专精
特新”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为重
点，为技术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可靠性试验验证等专业支撑服务；
推动开展绿色有机等高端产品和健
康、电商等领域服务认证，提升企业
产品服务质量水平；通过大力培育先
进标准支持企业创新发展，力争在服
务业、消费品等领域创建6-8项国家
级标准化试点，在节能节水、低碳等重
点领域培育50项“北京标准”。

服务与规范并重，帮助企业健
康有序发展。组织重点平台企业开
展反垄断合规培训，引导平台企业建
立和加强反垄断合规管理制度，自
觉规范经营行为；建立商业秘密保
护服务网络和商业秘密保护联络员
制度，指导企业建立商业秘密保护
内部管理制度，提升自我保护能
力。同时，市市场监管局还将出台
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
施清单。

药品、教培行业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

《若干措施》强调将强化公平竞
争审查刚性约束，推动政府部门制
定的所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

政策措施全部纳入审查范围，确保各
类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
则平等；围绕与民生联系紧密的药
品、医疗器械、教育培训等行业加大
反垄断执法力度，并重点查处虚假宣
传、混淆行为、商业贿赂、侵犯商业秘
密、违法有奖销售、商业诋毁和网络
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着力为各类市
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还将重点
围绕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机构、行业
协会商会、航运交通等公用事业、商
业银行等行业领域，严查各类违法
违规涉企收费行为，保障企业享受
降费政策红利，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全市构建市场监管“电子证照库”

《若干措施》提出要全面提升市
场监管部门政务服务规范化、标准
化、数字化、职能化水平，重点打造
“全程网办、全域通办、跨省通办、移
动可办、智慧秒办、免申即办”的市场
监管部门数字服务平台，实现政务服
务事项办理业务协同、智慧便捷。

同时，构建北京市市场监管部
门电子证照库，归集企业名下所有
市场监管部门的电子证照，在企业
办事过程中通过系统自动导入电子
营业执照信息，实现市场监管部门
政务服务事项“一照通办”和电子证
照移动端“一照通用”，进一步方便
企业办事。

本报讯白文军 2021年北京市通
过源头管控和靶向监管相结合，双向
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控制能力
和水平，促进农产品绿色生产、全程
监管、优质安全，全力提高北京“安
全农业”品牌的含金量，为2022年实
现全面乡村振兴开好局，在实现农
业农村现代化征程上迈出新步伐。

强化源头管控 推进绿色发展
持续推进标准化生产。近年来，北
京市农业农村局以增加优质农产品
供给为核心，持续推进标准化生产，
完善农业标准体系建设，开展标准
化基地评定和动态管理，全面强化
生产主体源头管控能力，推进绿色
发展。2021年制定《北京市农业全
程标准化基地建设和验收标准》，开
展2021年标准化基地备案和优级
评定。

加大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扶持力
度。该局已完成全市地理标志农产
品发展调查，全面掌握了各产品保护
和发展现状。实施了地理标志保护
工程，并对“上方山香椿”和“北京鸭”
两个产品进行保护。指导举办了
“2021上方山香椿采摘周暨地理标志
农产品市集活动”，完成14个地理标
志农产品“跟着节气寻味京城农产
品”主题系列宣传，积极筹建国家地
理标志农产品展示体验馆北京馆。

加快发展绿色、有机农产品。
该局在市级支农转移支付资金中，
安排专项经费用于绿色、有机农产
品认证补贴和示范建设。同时多次
召开工作研讨会、培训会，对“十四
五”期间各区绿色、有机农产品的发
展目标进行部署，对推进绿色有机
农业发展的措施进行深入研讨，并
指导督促各区细化工作方案，有计
划有步骤开展认证工作，持续增加
绿色、有机产品总量。

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
共有农产品有机认证主体145家，认
证产品1097个，认证产量3.6万吨，
绿色认证主体40家，认证产品211
个，认证产量24.1万吨。年增4万余
吨，超额完成25万吨的目标任务。

夯实监管基础 落实靶向监管
该局采取4个推进措施，精准施策、
靶向发力，全力抓好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监督管理。推进组织实施“四
位一体”监测。北京市逐步建立并
完善了风险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监
测、监督抽查“四位一体”的风险控
制机制，立体把控全市农产品质量
安全风险隐患。并与专项整治相结
合，采取风险会商、检打联动、约谈
主体、挂牌督办等措施，实施重点管
控和精准打击。

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建设。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在各区选择10家企业试点应用
基础上，加快企业、合作社、散户三
类主体追溯试点推广应用，完成与
国家追溯平台对接及信息互联互
通，促进自产农产品的流向可查、全
程可追溯。

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监测
网络体系建设。去年完善信息化监管
体系和生产主体信息库，加快探索推
进基层网格化智慧监管。制定网格化
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在8个区开展基
层网格化智慧监管示范乡镇建设。开
展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站等级评
估及动态管理。创新实施区级综合
质监站和乡镇管理站分级评估。

推进合格证制度试行。印发
《北京市加快推进承诺达标合格证
制度试行工作方案》，修改完善“合
格证开具系统”，指导各区推进“承
诺达标合格证”制度试行工作，全市
试行主体达1819家，其中规模主体
906家，共开具合格证830万张，附
带合格证上市农产品35万吨。2021
年，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合格
率达到99.9%。涌现出一大批标准
化生产水平高、质量安全控制能力
强的优质生产基地，有效提升了农
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为推动农
业绿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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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推出助企惠企“二十一条”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