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市场疫情防控

本报讯 近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开
展形式丰富多样“12?4”宪法日宣传活
动。此次活动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
展开：

一是《“12?4”国家宪法日暨宪法宣
传周系列宣传活动方案》。确定了系列
活动主题和宣传内容，明确了职责部门
和工作要求。

二是开展“建功新时代”网络答题活
动。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全体党员干部
260余人按照该局人事科统一部署，参加
宪法等知识网络答题活动。

三是参加“北京市宪法知识竞赛每
周知识竞答”。组织全体干部通过京办
系统参加“北京市宪法知识竞赛每周知
识竞答”答题活动。

四是开展宪法进企业主题活动。结
合疫情防控执法检查，面向经营主体宣
传宪法、疫情防控知识及要求，指导经营
主体依法治企、合规经营。

五是与延庆区司法局联合制作“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法守法优化
市场环境”普法短视频。

六是加强社会面宣传。各市场监
管所在公共场所张贴宪法宣传海报50
余份。

区市场监管局开展
“12?4”宪法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全面防控新冠疫情，维
护良好的市场运行秩序，确保市场从
业人员和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延庆区
市场监管局先行一步、快动一拍，提前
进行了情况预判，自2022年10月3日
起至2022年12月6日，抽调人员成立
恒生市场疫情防控专班（以下简称
“专班”），进一步加大了疫情防控的整
体力度和精准度。

专班坚持细致指导和严格督导相
结合的方式，要求市场主办方和市场
内经营人员落实主体责任，并开展了
“四查四看”。一查管理台账，看市场
内从业人员是否全部进入台账管理；

二查核酸检测，看市场内从业人员和
消费者是否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三
查扫码登记，看市场内从业人员和消
费者是否按要求进行扫码登记；四查
防护消杀，看市场内从业人员是否正
确佩戴口罩和消毒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6日，专班对市
场内541个摊位和605名从业人员进
行动态管理。开展了不间断的“地毯
式”检查11遍，确保防控工作不落一
人，不漏一户。对不佩戴口罩、核酸超
期、未进入管理台账、不按要求消毒、
扫码不全等情况，要求立即整改，严肃
批评教育，并做好相关解释说明工

作。使防控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专班工作人员根据市场防控工

作实际，进一步完善了《防控方案》，
仔细详实的将各点位进行了比例等
分、全方位测绘的图纸化处理，并进
行了3波次的推演演练。对每个摊
位均制发了告知书，对经营者进行了
5波次的地毯式宣传要求，进一步明
确了防控措施，大力增加了防控措施
的可执行性。

通过上述举措，市场内疫情防控
意识不断加强，防控效果有了显著提
高，在专班驻扎期间恒生市场未出现
任何失管失控情况。

延庆区做好市场防疫确保群众健康消费

本报讯 为进一步维护延庆区防疫
用品市场价格秩序，近日，延庆区市场
监管局不断强化工作部署，开展了防
疫用品价格专项执法检查。

一是强化提示告诫。延庆区市
场监管局灵活运用线上线下的宣传
方式，向辖区四家大型连锁药店、商
场、超市发放《关于进一步规范市场
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引导经营
者加强价格自律，不得出现借疫情防
控之际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等价格违
法行为。

二是强化执法检查。充分利用连
锁药店联络群，及时掌握药店防疫用
品缺货、断货等情况。由延庆区市场
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怀满带队
检查辖区部分药店，查看防疫用品进
销货差价率、库存情况。

三是及时处理投诉举报。延庆区
市场监管局紧盯“四类药品”、抗原检
测试剂盒等防疫用品相关价格类投诉

举报。针对一起反映N95口罩价格过
高的情况，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快速响
应，由该局公平竞争科联合张山营市

场监管所前往药店进行现场检查，调
取相关进销货记录进行核实，确保快
查快办。

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强化防疫用品价格监管
“12?4”宪法日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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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绿色、有机是延庆区农产
品深加工的必然选择

延庆区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区，在自然方
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目前延庆区农产
品的深加工、市场开拓、品牌培育相对薄弱，
众多优质农产品只能按照普通农产品销售，
附加值低、价格低，农民种植的积极性持续
下降。与之相对照的是，市场对安全、高质、
生态有机的食品与日俱增。延庆区应立足
优势资源，继续坚定不移地走绿色、有机的
农产品发展之路。而定位绿色、有机则意味
着对农产品的开发要深度化、系列化、矩阵
化，形成联动，应做到：一是继续向示范种
植、科技种植与加工企业的下游连接要效
益；二是要加大对产业龙头企业扶持力度，
形成龙头企业辐射带动能力，严格淘汰落后
产能，向精深加工品和高端市场需要产品要
效益，全力打造特色品牌；三是要打造中高
端消费市场营销网络，现代智能物流、电子
交易平台和工业旅游、科技孵化中心等，打

造全产业链追溯体系，全产业标准化管理体
系等软环境建设，全产业同步协调发力。

定位绿色、有机提升生产深加
工产品的条件和能力

生态、环境好只能说明原料好，并不
等于产品好、市场好乃至价格好。打造高
附加值产品，就要具备把好原料变成好产
品的条件，所以区域内一定要具备能承载
相关产业的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这是相关
产业化的关键环节。据了解，目前延庆辖
区内有食品加工制造企业20家，规模大、
生产条件良好的较少。但也有如金果园
老农（北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龙
头企业。该公司近一年来积极探索增加
加工品种，利用其优良的生产条件，为延
庆区农产深加工提供硬件条件。

定位绿色、生态，努力培育高端
产品品牌

品牌是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产业链

持久收益的重要前提。没有品牌，再好
的产品也难以卖出好价钱。东西质量
好，只是自己熟知，但好酒也怕巷子深，
要主动把东西的好宣传出去，优质农产
品及食品要走进高端市场，只有让全国
的消费者听到、看到、尝到，并配以精准
的市场宣传才能使其充分认识到，延庆
区的农产品好在绿色有机，好在天然生
态。如何做到这些？就要靠市场化宣
传、运作，但宣传离不开市场，运作离不
开企业。应以现有的果园老农、妫水农
耕、绿富隆等品牌为基础不断提升品牌
价值，打造品牌矩阵。另一方面也要严
格设定产业化门槛，防止泥沙俱下，严
格按照北京市产业政策目录发展相关产
业，努力扶持品牌力强，管理能力强，规
模效益好的龙头企业。品牌建设还要与
监管同步，保障食品安全要从源头抓
起，有关部门应加强从田间地头到生产
车间到出场的全链条监管，在农业品投
入、生产过程控制、食品安全追溯等方

面下功夫。

定位绿色、有机，建设高端受众
营销网络

绿色有机产品从一开始就要面对高
端消费市场，而不能定位在农贸市场等
普通消费圈。所以，要建设大型商超、使
领馆、高端餐饮和酒店、高端消费定制等
区域及电商等全国性营销网络。搭建绿
色有机产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为更好
地宣传和推广延庆区好产品，适应现代
化营销模式，应积极搭建全国电子商务
交易平台，并将其打造成全国性的电子
交易平台。

定位绿色有机，要构建高端物
流存储及配送体系

目前，延庆区物流运输体系相对落
后，对延庆区打造绿色有机农产品是一个
制约因素，下一步需要在打造高端物流存
储及配送体系上下功夫。

延庆区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建设思考

在疫情影响及经济下行的形势下，延庆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延庆区作为农业大区、生态大区，应结合自身发展优势，发
展绿色、有机农产品深加工制造业，对延庆区产业机构调整、供给侧改革、提升产业层次，惠及民生起到积极作用。


