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2022
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
在京召开，并发布第三
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
动 104个 获 奖 案 例 名
单。其中，北京首农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首农食品集团”）
北京消费帮扶双创中心
典型案例，入选第三届
“全球减贫案例”。

全球减贫案例征集
活动由中国国际扶贫中
心、中国互联网新闻中
心、世界银行、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
发展基金、联合国世界粮
食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
联合发起。首农食品集
团报送的“以消费扶贫促
乡村发展——北京消费
帮扶双创中心典型案
例”，作为唯一的北京市
属国企入选案例，将收录
在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
享网站——中外减贫案
例库及在线分享平台，为
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中国
方案。

在北京市相关部门
支持和指导下，首农食品
集团以消费扶贫为切入
点，2019年初建成运营北
京消费帮扶双创中心项
目，形成“集采联销直销”
模式，培育孵化扶贫产
品，通过市场化探索助力
扶贫产品销售，构建扶贫
产品稳定供销关系，促进
受援地区乡村企业发展，
架起首都超大型消费市
场与乡村地区广阔资源
的桥梁。

北京消费帮扶双创
中心占地面积近一万多
平方米，设立北京市受援
地区7省10个场馆。一
层设立的“首农物美扶贫
超市”，通过补贴减免扶
贫产品入驻手续费等方
式，降低受援地区乡村企
业运营成本，使扶贫产品
更好融入北京市民日常
生活，形成“菜篮子+消费扶贫”模
式。扶贫超市开业后，每天销售帮扶
产品近25万元。

北京消费帮扶双创中心还与金
融机构合作，采取“金融+消费扶
贫”模式，通过运用金融补贴，促进
北京市民的消费，形成扶贫产品与
消费者之间的黏性。截至目前，吸
引市民到双创中心线下采购80万人
次，带动扶贫产品线上线下销售近
100亿元。把党建与消费扶贫相结
合，双创中心还探索“党建+消费扶
贫”模式，引导党员干部采用“以购
代捐”“以买代帮”的方式参与消费
扶贫，从而带动受援地区乡村企业
发展。

北京消费帮扶双创中心引入消
费扶贫企业500多家，展销消费帮扶
产品4000多种，市民现场采购量累计
超过100万人次，2021年带动全市消
费扶贫销售额突破240亿元，直接或
间接带动受援地区27.7万贫困户增
收脱贫，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接续乡村
振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北京市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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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民生商品
和防疫用品等有关经营者价格行为，维护
北京疫情防控期间市场价格秩序，12月9
日，市市场监管局通过视频形式，组织召
开进一步规范市场价格行为行政指导
会。本市47家大型平台企业、商场超市、
连锁药店总部负责人参会。

会议中，市市场监管局系统介绍了
《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
定》《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查处哄抬价格违
法行为的指导意见》《北京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认定哄抬价格违法行
为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通报了有关
领域价格执法情况。

会议就进一步规范市场价格行为
再次提醒告诫，要求粮油肉蛋菜奶等民
生商品和口罩、抗病毒药品、消毒杀菌
用品、相关医疗器械等防疫用品经营者
明码标价，不得囤积居奇、捏造散布涨
价信息、哄抬价格或实施价格欺诈。提
醒有关经营者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法律

责任、主体责任，加强价格自律，树立依
法经营、诚实守信、公平竞争意识，建立
和完善内部价格管理机制，及时妥善处
理价格纠纷，共同维护首都市场良好价
格秩序。

下一步，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加
强重点环节、重点领域价格执法检查，紧
盯投诉举报线索，依法查处各类价格违法
行为。对情节恶劣的典型案件，将依法从
重处罚并公开曝光。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本报讯 自2022年9月1日起，北京市
自贸区内资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可自主选
择适用确认制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业务。
改革政策施行3个月以来，北京市通过确
认制办理登记业务的企业正式突破
10000户。自贸区新设企业4549户，同比
增长10.84%。今年1—11月，全市新设企
业23.10万户，同比增长7.36%，创近五年
同期最高水平。首都市场主体活力持续
激发，改革成效初显。

市场主体登记确认制是全新升级
的便利化登记新模式，市场主体对申请
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自
主承诺，登记机关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
审查，并对符合要求的申请进行即时确
认。2022年9月1日起，北京市自由贸
易试验区正式施行市场主体登记确认
制改革，自贸区内的内资公司制企业法
人（上市公司除外）及其分支机构办理
设立、变更（备案）、注销登记业务时，可
自主选择适用确认制模式进行登记。
这一改革让登记注册的办理方式更便
捷、申请材料更精简、公示信息更充分、
监管服务更精准，是北京市立足登记制
度便捷记载和充分公示功能，贯彻落实
国务院“证照分离”“放管服”改革、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

办理极速，在服务效能上做“加法”

确认制突出“不见面”服务模式，申请
方式更便捷。企业可登录“e窗通”平台，
在线填报、一键承诺、全面提交，完成确认
制登记申请，无需线下反复跑动，无需提
交纸质材料，动一动手指即可完成登记确
认全流程。登记机关通过北京市企业服
务“e窗通”平台公布了登记材料清单、确
认制承诺书等格式文本和章程等参考版
式，供申请人下载、参考，以规范化、智能
化保障“当场办结、即时办结”，让企业更
有获得感。

材料极简，在申请文件上做“减法”

确认制着力构建了“以自主申报、信
用承诺为基础，以形式审查、结果确认为
准则，以信用监管、违诺惩戒为保障”的市
场主体登记体系，申请材料更为精简。选
择确认制办理登记的申请人，可通过提交
承诺书的形式，省去提交股东会决议、董
事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和董事、监事、高
管人员任职文件等过程性、自治性材料，

进一步精简了登记申请材料，为申请人省
时间、减压力，便利市场主体投资创业。

内容极丰，在自主公示上做“乘法”

确认制以实务需求为导向，探索进一
步拓展自主公示范围，充分发挥公示效
能。鼓励市场主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平台自主公示章程、实际生产经营场
所、特色经营活动、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等事项。便利交易相对人、社会公众
查询了解市场主体相关信息，引导市场主
体诚信交易、规范经营，提高市场主体信
息透明度，保障交易安全。

监管极准，在违诺惩戒上做“除法”

确认制依法开展失信违诺市场主体
惩戒。市场主体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
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
记的，按照《公司法》《条例》等有关规定，
依法予以处理。因虚假市场主体登记被
撤销的市场主体，其直接责任人自市场主
体登记被撤销之日起3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市场主体登记。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处）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
进一步规范市场价格行为行政指导会

北京市通过确认制办理登记的企业突破1万户

本报讯 杨天悦 北京餐饮业已恢复
经营开放堂食。为了让食客更加放心到
店用餐、保障餐饮单位食品安全、预防食
品安全事故发生、营造放心就餐环境，12
月9日，北京烹饪协会从食品安全和疫情
防控等方面，对恢复堂食的餐饮企业做出
提示。

疫情防控方面，烹协提示餐饮企业及
时关注掌握政府部门发布的最新防疫政
策指引和提示，提前做好员工发生阳性感
染后的应急处置流程预案。按照本市现
行政策要求，进店顾客须扫码并查验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其中，对餐饮非
堂食（自提、外卖）进店人员不须查验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食品安全方面，餐饮企业应当及时
对库存的所有食材进行检查，及时发现
清除变质食材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包
装破损、污染和生产日期保质期标识辨
识不清的食材不得使用；对长时间不使

用的容器、用具进行彻底清洗消毒。暂
时不使用的容器用具晾干收入库房，正
常使用的餐具用具每餐清洗消毒，放入
保洁柜保存。

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应注意规范操作，
避免生熟交叉污染。食品半成品和成品
常温存放时间不超过2小时；非当餐使用
的半成品，需要及时收入冰箱，容器加保
鲜膜或加盖，设置标签，注明加工时间和
使用时限。

环境卫生方面，各餐饮单位需对厨房
进行全面的环境卫生清理，对墙面、地面、
排水沟、进行清洁消毒，全面灭蟑灭鼠，对
灶台、蒸箱、切菜、和面等食品加工设备进
行除垢、除霉、彻底清洁；对冰箱、储存柜
等储存设备进行检查和清洁，重点关注冰
箱是否正常运转、温度显示是否正常，冰
箱门条等位置是否清洁、有无发霉，食品
储存柜内是否清洁、无杂物。

员工健康管理方面，按照本市现行政

策要求，员工须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上岗。餐饮单位应每天进行从业人员健
康检查，监测体温、检查工作服是否清洁、
个人卫生是否符合要求；询问是否有发
热、咳嗽、呕吐、腹泻症状等；不符合健康
要求的从业人员不上岗；同时积极做好员
工心理疏导，做好员工集体宿舍日常防疫
管理。

此外，餐饮单位还应加强安全检查，
及时对厨房油烟管道进行检查清理，检查
电器油烟设备的安全运转，防止发生火灾
及安全事故。餐厅可推出放心堂食、自提
打包、窗口外带等多种经营方式，拓展服
务业务，保障消费者放心到店就餐和日常
餐饮保供需求。

12月6日，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也做
出提示，要求各餐饮企业切勿放松警惕，
要从严落实好餐饮经营单位疫情防控措
施，有序恢复堂食，做好餐饮业疫情防控
及安全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做好餐饮企业食品安全和疫情防控保障工作
北京烹饪协会发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